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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霄電廠第二期更新改建計畫 

通霄電廠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工作 

113年第 1季監測成果摘要 

監測計畫內容 成果摘要 

空氣品質 
一、項目： 

SO2、NO2、懸浮微粒(PM10)、
風向及風速。 

二、地點： 
五北里、南華社區、通東
里附近及通灣里，計 4
站。 

三、頻度： 
每季一次，每次進行連續
24 小時監測(詳請見執
行情形)。 

 

一、執行情形： 

測站 

項目、日期 
五北里 南華社區 通東里附近 通灣里 

SO2、NO2、PM10、風向、

風速 

五北里、南華社區、通東里附近及通灣里等均設置空

氣品質監測站，空氣品質各項目均採連續監測，本季

監測日期為 113年 1月 1日～3月 31日。 

二、監測值： 

測站 

項目、監測值 
五北里 南華社區 通東里附近 通灣里 

PM10日平均值 

(μg/m
3
) 

18.3～

103.9* 
16.4～84.2 16.0～91.0 10.4～93.0 

SO2最大小時 

平均值(ppm) 

0.0013～

0.0098 

0.0013～

0.0089 

0.0010～

0.0067 

0.0013～

0.0055 

NO2最大小時 

平均值(ppm) 

0.0061～

0.0311 

0.0069～

0.0341 

0.0049～

0.0281 

0.0061～

0.0264 

日平均風速(m/s) 0.8～8.9 0.3～1.6 0.8～4.1 0.6～3.8 

最頻風向 東北 南 東北 北北東 
註：1.最大小時平均值：指一日內各小時平均值之最大值。 

2.空氣品質標準：PM10日平均值：100μg/m3，SO2小時平均值：0.075ppm，NO2小時平均值：0.1ppm。 

3.「*」係表示未能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三、摘要： 
本季 4 測站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監測結果均可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而懸浮微粒(PM10)部分，五北里測站計有 1 日(3 月 20 日)
未能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經比對其餘測站及環境部苗栗測站該日
測值，均有偏高之情形，顯示 3月 20日苗栗地區之空氣品質較為
不佳。依據環境部空氣品質監測概況之資料，受東北風挾帶之境
外污染移入影響，竹苗以北污染物濃度稍高。而本計畫測站多位
於沿海地區，除受大環境整體空氣品質不良影響外，易受沿海地
區陣風引起之揚塵影響而使粒狀污染物測值有所偏高。 

 

 

  



第 2 頁 

噪音振動 

一、項目： 
1. 噪音： 

Leq、L 日、L 晚、L 夜、Lmax。 
 

2. 振動： 
Lveq、Lvx、Lvmax、LV 日、LV

夜。 
二、地點： 

128 縣道旁民宅(道路邊地
區)、121縣道旁民宅(道路
邊地區)、海濱路旁民宅
(道路邊地區)、東南側民
宅(快速道路邊地區)，計 4
站。 

三、頻度： 
每季監測一次，每次進行
連續 24小時監測。 

一、執行情形 

測站 

項目、日期 

128縣道

旁民宅 

121縣道

旁民宅 

海濱路旁 

民宅 
東南側民宅 

噪音： 

Leq、L 日、L 晚、L 夜、Lmax 

113.2.26 振動： 

Lveq、Lvx、Lvmax、LV日、LV

夜 

二、監測值 

測站 

項目、監測值 

道路邊地區 
快速道路邊地

區 

128縣道

旁 

民宅 

121縣道

旁 

民宅 

海濱路旁 

民宅 
東南側民宅 

噪音 

dB(A) 

L 早  ─ ─ ─ 55.8、57.6 

L 日  72.3 66.4 65.6 54.4～59.9 

L 晚  68.9 59.7 60.2 52.9、53.9 

L 夜  66.5 57.7 57.3 51.4～57.4 

L e q 70.6 64.3 63.7 56.9 

L m a x 105.0 94.2 94.5 85.4 

振動 

dB 

L v 1 0 日  40.5 39.1 35.5 39.6 

L v 1 0 夜  32.7 31.2 31.2 35.6 

L v 日  36.5 39.1 33.1 36.3 

L v 夜  32.3 33.7 30.8 32.6 

L v e q 35.2 37.6 32.3 35.1 

L v m a x 58.3 62.2 54.0 53.9 
註：1.快速道路邊地區之噪音監測值為小時均能音量(Leq,1h)。 

2.環境音量標準： 
(1)第三類管制區緊鄰八公尺以上道路：L 日：76dB(A)，L 晚：75dB(A)，L 夜：72dB(A)。 

(2)第二類管制區緊鄰八公尺以上道路：L 日：74dB(A)，L 晚：70dB(A)，L 夜：67dB(A)。 
3.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第三類管制區快速道路交通噪音管制標準：L 早：75dB(A)， 

L 日：76dB(A)，L 晚：75dB(A)，L 夜：72dB(A)。 

4.日本振動規制法： 
(1)第一種區域(相當於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基準值：Lv10 日：65dB，Lv10 夜：60dB。 
(2)第二種區域(相當於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基準值：Lv10 日：70dB，Lv10 夜：65dB。 

 

三、摘要 
1.噪音：128縣道旁民宅及 121縣道旁民宅各時段均能音量監測

結果，均可符合第三類管制區緊鄰八公尺以上道路交通
噪音環境音量標準；海濱路旁民宅可符合第二類管制區
緊鄰八公尺以上道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準。東南側民
宅各小時均能音量均符合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之第三類管制區內快速道路交通噪音管制標準。 

2.振動：各時段之監測結果均可符合參考之日本振動規制法施行
細則之第一、二區域參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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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量 
一、項目： 

車輛類型、數目及流量。 
二、地點： 

通霄台 1 省道與 128 縣
道交叉口、通霄台 1省道
與 121縣道交叉口、通霄
新舊海濱路交叉口，計 3
站。 

三、頻度： 
每季監測一次，每次進
行連續 24小時監測。 

一、執行情形 

測站 

項目、日期 
通霄台 1省道與

128縣道交叉口 

通霄台 1省道

與 121縣道交

叉口 

通霄新舊海濱路 

交叉口 

車輛類型、數目及流

量 
113.2.26 

二、監測值 
1.通霄台 1省道與 128縣道交叉口交通量調查結果 

方 向 
機車 

(輛/日) 

小型車 

(輛/日) 

大型車 

(輛/日) 

特種車 

(輛/日) 

總計 

(輛/日) 

N1(往北) 484 2,992 109 575 4,160 

N2(往南) 167 3,182 78 771 4,198 

E1(往東) 1,136 6,293 132 753 8,314 

E2(往西) 1,053 6,392 121 591 8,157 

2.通霄台 1省道與 128縣道交叉口尖峰時段服務水準 

方 向 
對等流率(小車/小時) 尖峰時段服務水準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N1(往北) 444 397 A A 

N2(往南) 418 445 A A 

E1(往東) 749 740 A A 

E2(往西) 882 674 B A 

3.通霄台 1省道與 121縣道交叉口交通量調查結果 

方 向 
機車 

(輛/日) 

小型車 

(輛/日) 

大型車 

(輛/日) 

特種車 

(輛/日) 

總計 

(輛/日) 

S1(往南) 643 2,002 11 26 2,682 

S2(往北) 907 2,097 101 73 3,178 

E1(往東) 1,189 2,246 58 48 3,541 

E2(往西) 948 2,597 64 37 3,646 

4.通霄台 1省道與 121縣道交叉口尖峰時段服務水準 

方向 
對等流率(小車/小時) 尖峰時段服務水準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S1(往南) 265 440 A A 

S2(往北) 301 271 A A 

E1(往東) 
332 378 A B 

E2(往西) 

5.通霄新舊海濱路交叉口交通量調查結果 

方向 
機車 

(輛/日) 

小型車 

(輛/日) 

大型車 

(輛/日) 

特種車 

(輛/日) 

總計 

(輛/日) 

W1(往西) 1,067 1,694 7 24 2,792 

W2(往東) 1,039 1,431 7 30 2,507 

6.通霄新舊海濱路交叉口尖峰時段服務水準 

方向 
對等流率(小車/小時) 尖峰時段服務水準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W1(往西) 
244 323 A A 

W2(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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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摘要 

1.通霄台 1省道與 128縣道交叉口： 
N1 及 N2 方向主要車流組成以小型車為主，其次為特種車。

E1及 E2方向主要車流組成以小型車為主，其次為機車。 
2.通霄台 1省道與 121縣道交叉口： 

S1、S2、E1 及 E2 方向主要車流組成均以小型車為主，其次
為機車。 

3.通霄新舊海濱路交叉口： 
W1及 W2方向主要車流組成均以小型車為主，其次為機車。 

海域水質 
一、項目： 

水溫、pH、生化需氧量、鹽
度、懸浮固體。 

二、地點： 
通霄電廠附近海域設置 6
處測站。 

三、頻度： 
每季進行一次採樣調查(詳
請見執行情形)。 

一、執行情形 

項目 日期 

水溫、pH、生化需氧量、鹽度、懸浮固體 113 年 3月 17日 

二、監測值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測站 1 測站 3 測站 4 測站 6 測站 7 測站 9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水溫(℃) 24.3 24.3 24.2 24.1 24.4 24.3 24.0 24.0 24.2 24.2 24.4 24.3 

pH 8.2 8.2 8.1 8.1 8.1 8.1 8.2 8.2 8.1 8.1 8.1 8.1 

生化需氧

量(mg/L)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鹽度(psu)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懸浮固體

(mg/L) 
1.8 2.9 8.4 <1.0 1.4 2.2 1.6 2.2 2.1 1.3 1.8 1.8 

註：1.定量極限：生化需氧量為 1.0mg/L。 

2.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pH為 7.5~8.5、生化需氧量為 3.0mg/L。 
 

三、摘要 
各測站之 pH 及生化需氧量均符合「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

品質標準」之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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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生態 

一、項目： 

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

浮游生物、底棲生物、魚類 

二、地點： 

通霄電廠附近海域設置 6

處測站。 

三、頻度： 

每季進行一次採樣調查

(詳請見執行情形)。 

一、執行情形 

測站 

項目、日期 
測站 1 測站 3 測站 4 測站 6 測站 7 測站 9 

植 物 性 浮 游 生

物、動物性浮游

生物、底棲生物、

魚類 

植、動物性浮游生物：113年 3月 17 日 

潮間帶底棲生物：113年 3月 16日 

亞潮帶底棲生物：113年 3月 17日 

魚類：113年 3月 16日 

二、監測值 
1.植物性浮游生物 

(1)衝擊區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測站 4 測站 6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細胞密度 

(100cells/L) 
66.0 67.3 41.1 48.2 

歧異度 1.28 1.33 1.25 1.29 

均勻度 0.86 0.88 0.81 0.82 

基礎生產力

(μgC/L/hr) 
1.70 4.70 1.83 3.79 

(2)對照區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測站 1 測站 3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細胞密度 

(100cells/L) 
80.5 73.9 77.9 80.1 

歧異度 1.47 1.38 1.24 1.29 

均勻度 0.90 0.89 0.79 0.82 

基礎生產力

(μgC/L/hr) 
5.48 2.22 5.09 4.05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測站 7 測站 9 

表層 底層 表層 底層 

細胞密度 

(100cells/L) 
81.8 40.0 63.6 53.9 

歧異度 0.94 1.33 1.12 1.24 

均勻度 0.58 0.87 0.72 0.79 

基礎生產力

(μgC/L/hr) 
3.26 4.57 2.87 3.39 

2.動物性浮游生物 

(1)衝擊區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測站 4 測站 6 

水平 

採樣 

垂直 

採樣 

水平 

採樣 

垂直 

採樣 

個體量 

(ind./1,000m3) 
72,994 4,060,468 265,664 — 

生體量 

(g/1,000m3) 
11 546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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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照區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測站 1 測站 3 

水平 

採樣 

垂直 

採樣 

水平 

採樣 

垂直 

採樣 

個體量 

(ind./1,000m3) 
87,638 — 93,979 5,113,917 

生體量 

(g/1,000m
3
) 

10 — 12 756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測站 7 測站 9 

水平 

採樣 

垂直 

採樣 

水平 

採樣 

垂直 

採樣 

個體量

(ind./1,000m
3
) 

110,648 — 66,112 6,523,388 

生體量 

(g/1,000m3) 
18 — 9 846 

註：測站 1、測站 6 及測站 7 為近岸測站，其水深較淺，僅有水平分布數據。 

 

3.底棲生物 

(1)亞潮帶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衝擊區 對照區 

測站 4 測站 3 測站 9 

總數(個/網) 15 24 18 

歧異度 0.61 0.64 0.47 

均勻度 0.87 0.82 0.78 

(2)潮間帶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衝擊區 對照區 

測站 6 測站 1 測站 7 

總數 

(個/5050cm2) 
48 21 51 

歧異度 0.71 0.78 0.91 

均勻度 0.79 0.92 0.87 

4.魚類 

測站 

項目、 

監測值 

衝擊區 對照區 

測站 4 測站 6 測站 1 測站 3 測站 7 測站 9 

數量(尾)(註) 3 0 2 0 6 1 

註：本季於 113年 3月 16日辦理通霄附近海域魚類現場調查，共記錄 5 科 7種。 

三、摘要 
1.植物性浮游生物： 

共計 4門 108種，其中衝擊區為 3門 64種，對照區為 4門
97 種，本季主要優勢種為矽藻綱之旋鏈角刺藻(Chaetoceros 
curvisetus)，佔細胞總密度之 13.95％。 

2.動物性浮游生物： 

水平採樣採獲 18 種，其中衝擊區採獲 13 種，對照區採獲
18種，水平分布以哲水蚤(Calanoida)為優勢種，佔總個體量之
62.46％；垂直採樣採獲 14 種，其中衝擊區採獲 12 種，對照區
採獲 14種，垂直分布亦以哲水蚤為優勢種，佔總個體量之 53.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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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底棲生物： 

亞潮帶共計 2門 7種，其中衝擊區為 2門 5種，對照區為 2
門 6種，平均總個體量為 19.0個/網；潮間帶共計 3門 19種，
其中衝擊區為 2門 10種，對照區為 3門 16 種，平均總個體量為
40.0 個/50×50cm2 ，亞潮帶以軟體動物門之葡萄牙牡蠣
（Crassostrea angulata）為優勢種，潮間帶以軟體動物門之蚵
岩螺(Reishia clavigera)為優勢種。 

4.魚類： 

本季共捕獲魚類共計 5 科 7種 12尾，其中衝擊區捕獲 2科
2種 3尾，對照區捕獲 4科 5種 9尾，總重量共 2,710g，以鯻科
(Terapontidae)之花身鯻(Terapon jarbua)捕獲數量最多。 

 

鯨豚生態 
一、項目： 

鯨豚(含白海豚) 
二、地點： 

後龍溪至大甲溪範圍內。 
三、頻度： 

每季進行 2次調查(詳請見
執行情形)。 

一、執行情形 

調查範圍 

項目、日期 
後龍溪至大甲溪範圍內 

鯨豚(含白海豚) 113年 3月 4日及 3月 5日 

二、監測值 

調查時間 

項目、監測值 
第 1次調查 第 2次調查 

記錄群次 0 1 

記錄數量(頭次) 0 1 

發現物種 ─ 中華白海豚 
 

三、摘要 
本季共進行 2 趟調查作業，每趟航程包括近岸與離岸航線，

總有效努力時間為 10.15小時，總有效努力里程為 155.80公里，
共目擊 1群次 1頭次鯨豚，每 100公里目擊群次為 0.64群次，每
100公里目擊頭次為 0.64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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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資料 
一、項目： 

漁業年報統計分析 
二、地點： 

漁業年報(通苑區)。 
三、頻度： 

每年一次(詳請見執行情
形)。 

一、執行情形 

調查範圍 

項目、日期 
苗栗縣通苑區漁會資料 

漁業年報(通苑區) 

統計農業部漁業署之漁業統計年報資料。惟 112 年

度及 113 年度之年報尚未出版，故彙整目前最新之

111年漁業年報資料。 

二、統計值 

漁業生產量 

漁業種類 
產量(公噸) 產值(千元) 

遠洋漁業 — — 

近海 

漁業 

籠具 2.855 325.127 

其他近海漁業 19.136 1,136.678 

小計 21.991 1,461.806 

沿岸 

漁業 

定置漁網 88.428 8,090.036 

刺網 453.937 51,701.587 

一支釣 47.937 7,108.137 

小計 590.303 66,899.760 

內陸漁撈 — — 

海面養殖 — — 

內陸 

養殖 
淡水魚塭 13.671 30,759.750 

總計 625.965 99,121.316 
註：1.本季為 113 年第 1 季，112 年度及 113 年度之漁業統計年報尚未出版，故彙整 111 年之漁業年報

資料。 
    2.漁業年報之漁業生產量資料係以縣市別作為區分，並未特別區分漁會資料，故呈現苗栗縣之漁業

資料。 

 

三、摘要 
依據漁業年報統計結果，111年度苗栗地區之漁業生產量，以

沿岸漁業之產量及產值為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