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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 

 

生態工法是近年來政府正積極推動的重要工法之一，隨著環境保護及生態保

育的意識抬頭，國內工程界正逐漸重視及採用生態工法的概念。由於國家公園蘊

有眾多豐富之自然生態資源，並具有自然生態保育與提供休閒遊憩之功能，其設

施工程之興建亦不斷的增加且受到重視，故工程設施之興建應導入生態工法之理

念，方可對自然生態環境及景觀之破壞降至最低，使國家公園園區內之自然生態

資源及生態保育計畫能達永續經營之理念。 

    首先蒐集國家公園設施工程與生態工法之相關議題、國內外有關生態工法之

規範與法令制度，以及掌握研擬規範之內容，進行彙整作為建立研究方向及架

構；並針對國內國家公園之案列進行分析與探討，依照各種不同設施物之類型（交

通設施、景觀休憩設施及解說設施）進行探討，匯整常用之生態工法，作為研擬

適宜台灣地區高山型國家公園設施工程規範之依據，同時藉由學者、相關業務主

辦人員及實際工地的現地，進行訪談，以作為驗證研究所研擬之規範。研究成果

可供相關單位於執行相同屬性之設施工程時有正確可循之依據與基礎。 

 

關鍵字：生態工法、國家公園、規範、設施工程  

 

Abstract 

Ecologic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positively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se years. With the rising conscious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logy protection, the domestic construction industry values and employ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gradually. Because national parks have abundant 
nature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have the functions of nature ecology protection and 
providing recreation, and the facility construction keep on going and valued, therefore, 
the idea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shall introduce to facility construction so that the 
damage to na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could reduce to minimum. 
    First is to collect issues relevant to facility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standards, legislations and systems with 
respect to Ecological Engineering; furthermore, analyze and discuss cases of national 
park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acility type, and gather frequent applie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s the basis to study Ecological Engineering standards.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pose to relevant institutions as the correct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execution of facility construction with same property. 
 
Keywords：Ecolog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park, Facility construct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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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一、 前言 

生態工法是近年來政府正積極推動的重要工法之一，隨著環境保護及生態保

育的意識抬頭，國內工程界正逐漸重視及採用生態工法的概念，生態工法基本上

是遵循自然法則，使自然與人類共存共榮之觀念。而國家公園在其具有生態保育

的功能下，更應該以生態工法之觀念來完成國家公園內各項硬體設施之建設，將

國家公園內必要的設施工程興建過程中導入生態工法的概念，使其對自然生態環

境及景觀之破壞降至最低，以達到自然生態保育及永續發展的理念。 
生態工法涵蓋了工程學與生態生物學等兩大專業領域，其兩者之間專業技術

整合相當不易，加上工程設計者或施工人員專業技術上之經驗與基礎研究不足，

因此，面臨現階段政府法令制度及相關規範尚未成熟之際，生態工法在實務上面

臨質疑與困難是在所難免的。 
生態工法具有「因地制宜」之特性，而因地制宜也是國家公園內任何硬體開

發建設須具備的中心思維，從工法的選擇、材料的選用與施工的規範都應隨著不

同的生態環境條件而改變。現階段國家公園設施之規劃設計與施工過程中，並無

一套完整且詳細之規範供設計者或施工單位予以參考，生態工法施作過程中從工

程的規劃設計到發包施工甚至完工後的維護管理，每個階段看似為各個獨立的個

體，實則為環環相扣的過程，若讓設計者能有完整且詳細的設計準則與規範，則

設計者除可以輕易達成生態工法之設計要領與精神外，也可詳細訂定後續相關執

行之規範，有可依循讓之規範可參考。因此建立完整且適宜的生態工法規範於目

前相關規範尚未成熟之際，實則為重要的議題。 
 

二、 研究目的 

國家公園是一個重視景觀與生態之場所，故應在設施工程設置的同時，亦應

針對生態環境做考量，若單方面探討設施工程設置之形式、位置、美觀，而未討

論設施工程在設置時對生態環境之影響，這樣反而對處於環境敏感區域之國家公

園造成嚴重之環境衝擊。有鑒於此，本研究計畫將設施工程與生態工法作ㄧ結

合，以永續經營為目的。其研究目的如下： 
（1） 掌握並研擬規範之內容與架構。 

（2） 研擬高山型國家公園興建設施工程執行時之生態工法之規範（包括

交通設施、景觀休憩設施及解說設施等三種設施工程），可供相關單

位於執行相同屬性之設施工程時有正確可循之依據與基礎。 

（3） 研究成果不僅可供國家公園設施工程之應用，亦可作為一般高山型

自然山區設施工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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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自然生態工法之引進發展歷史 
    自然工法乃源自於歐洲德國及瑞士，近年來正逐步推展至世界各國。台灣早
期為了山坡地的利用與搶災而不得不實施水土保持，所偏重多為設計安全、材料

（質）堅固、經濟實惠、施工管理便利的工程設施，缺少配合環境調和必要所考

量的造型設計、自然材料的選擇、綠美化的運用，雖然保護的目的達到了，但對

環境、生態卻也造成傷害而不自知。 
    1938 年 Seifer 首先提出「近自然河溪整治」的概念，特別指出能夠在完成
傳統河流治理任務的基礎上，可以達到接近自然、廉價並保持景觀美的一種治理

方法，使人類從物質文明到文化文明、從工程技術到工程藝術、從實用價值到美

學價值，同時特別強調河溪治理工程中美學的成分。至 50年代德國正式創立了
「近自然河道治理工程」，提出河道的整治要符合植物化和生命化。1962 年
H.T.Odum首次提出「ecological engineering」，將生態學概念運用於工程中。隨
著生態學理論的發展，人們對溪流治理有了新的認識，對於生態治理的目標，

除了要滿足人類對河溪利用的要求，同時要維護或創造河溪的生態多樣性。治理

時考慮溪流的水理特性和地形特點，將溪流的自然狀況或原始狀態，作為衡量

溪流整治與人為活動干預程度的標準。 
    1971年 Schlueter認為近自然治理（near nature control）的目標，首先要滿足
人類對河溪利用的要求，同時要維護或創造河溪的生態多樣性。1983 年 Bidner
提出河道整治首要考慮河道的水利學特性、地貌學特點與河溪的自然狀況，作為

衡量河道整治與人為活動干預程度的標準。1985年 Holzmann認為生態治理是通
過生態治理創造出一個具有各式各樣水流斷面、不同水深及不同流路的溪流，

把河岸植被看待為具有多種小生態環境的多層結構，強調生態多樣性在生態治

理的重要性，注重工程治理與自然景觀的和諧性。到了 1989 年 Pabst 則把生態
治理看為一種工程治理方式，溪畔僅用帶石塊的原有土壤或純石塊覆蓋，河岸

植被則應該是由自然下種形成的，其他一切刻意促進植被恢復和改良土壤的措施

如撒種、栽植、灑水、施肥等均應禁止，溪流的自然特性依靠自然力去恢復。1992
年 Hohmann 從維護河溪生態系平衡的觀點出發，認為近自然河溪治理是減輕人
為活動對河溪的壓力，維持河溪環境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及其河溪生態系統平

衡，並逐漸恢復自然狀況的可行性工程措施。近自然治理的實質就是景觀生態學

與野溪治理學的完美結合，亦就是既有防護作用又能維護野溪自然景觀的管理工

程。到了 1993年 5月由美國(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所主辦的生態工法研
討會中定義：「The design of sustainable ecosystems that integrate human society 
with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both」(Mitsch，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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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研究 
    林鎮洋，邱逸文於「總論及各國經驗」一文中說明，生態工法所重建的近自
然環境，除了顧及人類自身的需求外，最重要的是同時亦提升了維護各類生物棲

身環境、生態及景觀完整等因子的重要性，與其在整體規劃考量中的位階。並提

出在認同生態工法之餘，如何清楚認知所面臨的問題並建立一套推展政策，已是

刻不容緩的工作[39]。另外，林鎮洋與鍾詩明於「歐洲生態工法經驗與展望」一
文中提及，應從歐美國家生態工法成功的案例中，回過頭審視今天身處各式生態

危機的台灣[40]。 
    謝政道在「集水區親水及生態工法設計規範手冊之研擬」一文中提及，為了
有效提升資源開發工程技術，使其既能滿足水資源利用、水土保持、防洪、灌溉、

排水等需求，同時避免破壞河川溪流原有的生態環境，一方面應深入瞭解本土溪

流水生物的生態特性，另一方面也需適時修正不當之工程設計[41]。 
    林信輝在「台灣自然生態工法應用現況與發展」一文中強調，生態工法或生
態保育原則上應以研究某區域或周邊範圍生態系生物與其環境相關性之基本資

料調查為基礎，瞭解生態系內生物與其生存基本要素(如大氣、水、地質、日照、
食物鏈等)互相依存之關係，強調生態系結構之穩定、生態系環境之多樣性，以
及生物棲身廊道連續性之創造工法為目標，所進行之相關措施及工程[42]。其他
相關單位與學者對生態工法之定義如（表 1）所示。 
    蔡仁惠於「生態環境規劃與生態工法」一文中認為，生態工法是一種建立在
生態環境規劃系統下的工程施作方法，此規劃系統著重於當事者生態觀念的建立

以規劃出有利於自然環境的較佳設計[43]。此外，於「淺談綠建築與綠營建」一
文中敘述，因應世界環保議題及國內環境整體發展之趨勢，建議現行之生態環境

工程技術，應著重自然環境的永續利用，修正「人定勝天、征服自然」之心態，

積極建立「尊重自然、愛好自然、親近自然」的環境教育概念；並重新思考現今

環境的政治措施與長遠規劃方向，加入生態、保育議題之考量，推行「綠營建」、

「綠建築」及「生態工法」等「永續經營」之工程技術，以更寬廣的角度來正視

「自然環境」與「工程技術」之關係，以達兩者能互利共生、生生不息之目的[46]。 
    伊利諾大學土木系Dr. Herricks則從其自身經驗出發針對生態工法提出不同
的看法，其認為，在生態工法設計方面，則需將提供自律系統發生的空間以及在

時間上的永續性納為考量準則之一。生態工程的終點，應是工程績效的評估，但

規劃評量的尺度需以生態系統的時間尺度為主，同時，也需具備適當的經營管理

措施，以及納入當地社區居民的意見，因為社區的參與絕對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此外，在整個生態工程從規劃設計到執行、完工後的監測等過程，不論是工程人

員或是生態學者，彼此間都必須有密切的互動，以及互相合作的關係[44]。 
    
國外相關研究 
    歐美國家在工程方面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工作已行之有年，德國早期主要應用
於河道整治中，為了保護環境而採取各種必要之工程措施，隨後被引入野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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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展為「近自然工法」。美國目前於溪流復育的研究與發展上，亦有相當之成

就。日本亦致力於河川、護岸等「近自然河川工法」。 
    國外相關之研究自德國 Seifert 首先提出近自然河溪整治的概念後，H.T. 
Odum 等亦提出將自律行為(self-organizing activities)之生態學概念運用於工程
中，並首度提出「ecological engineering」一詞[47]。生態學家Mitsch及 JOrgensen
彙整具有共同特質與原則之各類型工程技術並賦予定義，並明確地界定「生態工

程」的觀念以及適用範疇[45]。Hohmann則提出應尊重自然生態環境原有的多樣
性，並依現存之生態條件，建設一個良好水循環及安全的河川環境，並積極復育

自然環境，使自然環境再生。而 Herricks、Rhoads建議應該用「近自然」較為適
切，認為人類僅能的是從所觀察到的生態原則中學習，進而應用在人為工程作業

中，由其人類對於自然資源的利用應該被視為現階段“自然”環境的組成分子之

一，而這個組成分子應該於環境保護及制定規範的過程中被考慮進去，進而應用

在以確保地形及生態之型態、功能多樣性的溪流經經營管理中。 
    國際間，生態工法之概念始於 1938 年 Seifert，以下就國際間生態工程的發
展歷程作一簡單的縱合彙整，相關重要里程碑如下[14]︰ 
    ˙  1938年德國 Seifert首先提出近自然河溪整治的概念。 
    ˙  1951年德國 Kruedener提出「生物工程(bioengineering)」一詞，指出所

謂生物工程便是一種在進行大地或水資源工程時，用於處理不穩定之邊

坡或河岸、河床時，所採行之應用生物學知識的工程技術。與現行生態

工法的觀念極為吻合。 
    ˙  1962年 H.T. Odum 等提出將自律行為 (self-organizing activities)之生態

學概念運用於工程中，首度提及「ecological engineering」一詞。 
    ˙  197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致力於改進過度人工化之渠道。 
    ˙  1970年代中後期美國進而針對特定物種，進行小範圍之河川修復。 
    ˙  1980年代初期，美國進一步以地形學為考量，進行小範圍之河川修復。 
    ˙  1984 年日本所舉辦之「日歐近自然河川工法研究會」中，確立「近自

然河川工法」，及其定 
義與精神。 

    ˙  1989 年生態學家 Mitsch 及 JOrgensen 彙整具有共同特質與原則之各類
型工程技術並賦予定義，並明確地界定「生態工程」 (ecological 
engeering，書中亦混用 ecotechnology一字)的觀念以及適用範疇。生態
工程正式誕生，而生態工法亦成為其應用主軸(生態環境工程、人工生
態系、生態產業，以及生態工法)之一。 

    ˙  1990 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已經累積足夠之學理與經驗，著手進行大型
河川復育(最著名者為 Florida Evaglade 生態復育計畫)。 

    ˙  1991~1997年，日本著手生態工法之推動，共完成 5000事例，總計 1185
公里區段之整治與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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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生態工程之比較分析 
生態工程應用範圍廣大，各國家因地形、地質、生態環境及人為需求不同，

應用生態工程之方法皆不同。藉由國內外生態工程案例之分析，探討國內外生

態工程之目的、範疇類型及作法與台灣生態工法差異性。分析如下，並可參見

（表 2）所示： 
    ˙  美國 
    美國因面積廣大，人口密度低，人的需求和生態環境較無衝突，因而規劃
目的可分開考慮，以生態或以人的需求為主。因台灣面積小，人口密度高，人

和生態是息息相扣，在實施生態工法，需以人和生態需求共同考量，因此美國

生態工程之作法較不適用於台灣。 
    ˙  德國 
德國生態工程以創造生態綠網為目標，針對建築物改造，創造生態環境。

規劃以人的需求為目的，規劃目的與台灣應用於生態城市上相似，但因國家地

形、氣候及環境不同，做法上有所不同。 
    ˙  日本 
    日本於河川整治採用近自然工法，如水制工、多落差工及樹木保護工等，
材料來源以就地取材，不利用機械工具以人力完成，以人的需求為規劃目的，

而以不破壞生態為輔。然日本因地理環境與台灣較相似，因此日本生態工程之

做法較適用台灣。 
    ˙  荷蘭 
    在道路建設以生態系統為主要考量，以最適當方式完成生態道路。做法方
式適用於台灣，但因台灣地理環境，亦常發生自然環境災害，在安全性方面應

更加注意。 
    ˙  中國大陸 
    大陸目前實行生態工程是以在不危及生態平衡的前提下，利用生態系或生態
資源，以供人類所需為規劃目的。 
    ˙  台灣 
    台灣以復育、修復及改善方法達到人類需求為目的。因地理環境關係，台灣
做法與日本相似。 
 
基於上述研究文獻參考，發現目前國內相關單位、研究機構及學術單位，並

未針對國家公園生態設施工程之各執行期間建立完善且詳細之規範予以參考，故

本研究旨在研擬一套完整高山型國家公園興建設施工程執行時之生態工法之規

範，以提供相關人員於生態工程施作期間之參考，且研究成果可供相關單位於執

行相同屬性之設施工程時有正確可循之依據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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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是以設施工程及生態工法之相關理論進行探討，針對高山型

國家公園做實證研究分析，以藉由建立生態工法之規範運用於設施工程之

中。本研究計畫擬以文獻回顧與相關研究分析、案例分析、專家驗證三面進

行研究探討，其說明如下： 
一、文獻回顧與相關研究分析 
    首先蒐集國家公園設施工程與生態工法之相關議題、國內外有關生態工法之

規範與法令制度，以及掌握研擬規範之內容，進行彙整作為建立研究方向及架

構，並以國家公園設施工程與生態環境共生之觀點，探討其對週邊生態環境之影

響，釐清研究課題之內容與學理依據，以利研究之進行。 

 

二、案例分析 
    針對國內國家公園之案列進行分析與探討，依照各種不同設施物之類型，分

析各種設施工程施工之工法與生態工法應用之可行性，以及匯整常用之生態工

法；並針對各種設施工程擬定想關之檢核表，以及瞭解當前設施工程推動過程中

之決策機制、運作模式與問題癥結所在；從不同角度及立場，瞭解其相關規範應

用可能受到之限制，作為研擬適宜台灣地區國家公園設施工程規範訂定之依據。 

 

三、專家驗證 
    透過學者、相關業務主辦人員及實際工地的現地，進行訪談。實際工地的訪
談，以期能釐清國家公園設施工程與生態工法應用之實際狀況，並比對在當前設

施工程推動過程中之各階段決策機制、運作模式與問題癥結所在，並以數位相機

定點拍照存查，以作為其間之差異性比對；並以學者及相關業務主辦人員之經

驗，以作為驗證研究所研擬之規範。 
 

 

 

五、 結果與討論 

    國家公園之設施可分為管理服務設施、住宿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交通設施、

景觀休憩設施、解說設施、急難救助設施、災害防治設施、環境保護設施、環境

美化設施與遊憩設施等類型。由於週休二日之實施，大量遊客湧入國家公園，造

成國家公園設施設備過量負荷，為滿足遊客的需求並考量生態環境保育，國家公

園內相關設施之規劃設計與興建須有整體考量，並遵守相關的設計規範與準則。

依國家公園法第十二條規定國家公園之土地使用分區劃分成生態保育區、特別景

觀區、史蹟保存區、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等五種分區，各分區容許興建設施之項

目與內容歸納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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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 

設施項目 
原始地區 

半原始地

區 

一般自然

區 

低密度開

發區 

一般開發

區 

管理中心    ● ● 

遊客中心    ● ● 

警察隊辦公室   ● ● ● 

遊艇碼頭   ● ● ● 

管理服務設施 

郵電中心   ● ● ● 

旅館、民宿   ● ● ● 

員工宿舍  ● ● ● ● 住宿設施 

露營設施   ● ● ● 

廁所   ● ● ● 

垃圾處理設施   ● ● ● 公共服務設施 

照明    ● ● 

車道   ● ● ● 

停車場   ● ● ● 

自行車道   ● ● ● 
交通設施 

步道 ● ● ● ● ● 

休憩桌椅   ● ● ● 

景觀台  ● ● ● ● 景觀休憩設施 

溫泉設施   ● ● ● 

解說牌 ● ● ● ● ● 

管理標誌 ● ● ● ● ● 解說設施 

解說站、中心    ● ● 

直升機停機坪  ● ● ● ● 

避難山屋 ● ●    

通訊設施   ● ● ● 
急難救助設施 

救生設施  ◎ ● ● ● 

災害防治設施 防火設施 ● ● ● ● ● 

RC擋土牆  ◎ ◎ ● ● 

植生護坡  ● ● ● ● 

排水設施  ● ● ● ● 
環境保護設施 

生態保育設施 ● ● ● ● ● 

整地   ● ● ● 
環境美化設施 

植栽  ● ● ● ● 

體健設施    ● ● 

野餐設施    ● ● 遊憩設施 

戲水設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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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使用分區開發與設施設置規範與要求說明如下： 

一、生態保護區： 

l 以最低限度開發，除必要之步道路逕、簡易必要之安全防護、擋土、
排水等設施，其餘開發建設不宜導入。 

l 設施以最簡易方式設計施工。 

l 只允許小規模人工整地，且須現地土方平衡。 

l 設施材質、顏色應與現地環境一致。 

l 重要之生物棲地應嚴格限制開發，同時路徑施作應對環境擾動減至
最低。 

l 使用環保、無毒害之材料。 

l 重要天際線、焦點景觀軸線與景觀視域範圍內應避免興建人工設施。 
l 區內必要設施應經視覺模擬評估後方可興建。 

二、遊憩區 

l 設施興建不得大規模改變地貌。 

l 設施以最簡易方式設計施工。 

l 設施形式、材質、色彩須配合現地環境條件。 

l 需考量耐候特性。 

l 高山地區運補、維護不易，設施設計應考量耐久性與低維護成本。 

l 設施興建不得破壞自然資源。 

三、一般管制區 

l 依據「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要求。 

l 設施之設計需能反映當地特色。 

 

    以下針對交通設施、景觀休憩設施及解說設施等三種設施工程之規畫設計原

則作說明： 

一、交通設施 

l 選線時應避免穿越地質不穩定處。 

l 選線時應配合地形地勢，沿等高線規劃配置。 

l 選線時應避免穿越景觀資源脆弱處。 

l 應針對動物遷移路徑設置防護蘭或遷徙走廊。 

l 儘量利用原有道路，避免新闢道路。 

l 道路規劃設計以最少開發、挖填為原則。 

l 應考量未來施工、管理維護之難易。 

l 舖面材料應使用透水性材質為優先。 

l 材質選用以現地材料或當地慣用材料為最佳。 

l 材質顏色、質感應與當地環境配合。 

l 材料選用應考量耐久性、經濟性、氣候因素及後續的維護管理。 

l 道、路旁排水溝以自然草溝或砌石溝之形式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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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護欄設計應避免阻隔生物穿越與遷徙。 

l 保留現地喬木與植栽。 

l 植栽考慮以引導性及遮陰性植栽為主，但應避免遮擋視線。 

l 植栽應考量原生樹種。 

l 避免使用過度照明設施。 

l 可使用與昆蟲感光頻率不同的高壓納氣燈，以避免趨光性昆蟲聚集。 

l 可考慮採用太陽能、風力等發電之照明設施。 

二、景觀休憩設施 

l 應避免設於生物主要棲息地與生態環境敏感區。 

l 應避免破壞地形地貌，原有植栽應與保存。 

l 應避免設置於地質結構不良處。 

l 避免設於風口處，造成潛在危險。 

l 型式選擇應避免干擾生物活動，例如高架式平台。 

l 造型宜簡單，以不突出於環境為主。 

l 材質選用以現地材料或當地慣用材料為最佳。 

l 材質顏色、質感應與當地環境配合。 

l 休憩座椅應配合地區質感以現地倒木、落石施作。 

l 材料選用應考量耐久性、經濟性、氣候因素及後續的維護管理。 

l 儘量以環境中低調、不顯著之顏色施作。 

三、解說設施 

l 材質、形式與尺寸應力求系統化，避免不必要之差異性。 

l 盡量與欄杆扶手、圍籬共構，降低量體與材質複雜性。 

l 減量設計的原則。 

l 應考量環境特性並與週邊環境景觀融合。 

l 位置已距觀賞者 60~120公分最適宜。 

l 牌誌與水平成 30度或 45度設置，為最舒適之閱讀角度。 

l 內容設計應清楚、正確、簡單、有趣，彩圖文搭配型式。 

l 面板材質之選用應能長期保持清晰與完整性，易於維護。 

l 應使用環保材料。 

 

    除了規劃設計的原則與規範外，設施工程的施工規範更是重要，然而現行的

工程施工規範大多只要求工程之品質，並未提及有關生態環境的保護。以道路工

程為例，依據營建署道路工程施工規範（93年 9月），內容分為施工設施與臨時

管制、臨時擋土支撐、土方工作、借土、棄土、基地與路堤、路基整理、砌排石

工等三十項。以土方工作為例，規範中說明土方工程中開挖土石方及填方之材

料、設備、施工及檢驗等相關規定。內容包含相關準則、資料送審、材料、施工

準備工作、施工方法等項目，分析其內容發現現行之施工規範僅就工程品質、材

料要求與施工程序進行規範，並未考量生態工法的基本精神與作法。因此建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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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規範中加入生態工法部分，考慮生態環境保護，降低工程施作對生態環

境之衝擊，建議施工階段的準則與規範內容重點如下： 

l 施工中應有生態保育相關專業人員參與。 

l 確實落實工程施工地區之生態環境調查。 

l 現地之植栽應儘量與以保留。 

l 清除挖掘作業產生之自然資材如石塊、木料、表土與多餘土方，應加以分類
分地儲存，避免破壞現地環境生態並考量材料之再生利用。 

l 借棄土應以最小地表擾動為原則。 

l 施工道路經生態敏感區應考量施工方法與材料運送方式與路線。 

l 儘量以小型機具或人工方式施工，避免大型機具進入，破壞環境生態。 

l 施工中之污水排放應避免污染環境生態。 

l 土方作業應避免於生物繁殖或遷徙季節施作。 

l 施工機具之噪音應予控制與降低，避免影響昆蟲、動物之生態環境。 

l 應盡量避免於夜間施工。 

l 施工範圍應遠離生態保育區。 

l 高山地區施工時應考量強風與風向，避免施工粉塵污染生態環境。 

l 林木砍伐應避免於生物繁殖或遷徙季節施作。 

l 工區應與隔離，避免干擾非工區之環境。 

l 工區周圍之樹木應以保護設施如麻布袋或麻繩與以保護。 

l 林木根部禁止堆放施工機具與材料。 

l 施工排水應避免影響周邊水道與溼地生態。 

l 夜間施工照明方式與設備應避免干擾夜行性生物活動。 

l 工區廢棄物應妥善處裡，避免野生動物誤食。 

 

    除了上述之施工規範與應注意之事項外，對於無法避免之環境破壞行為應提

出減輕環境衝擊與補償對策，如此才能真正落實生態工法之精神，使國家公園中

設施工程之興建不會對環境生態造成無可彌補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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