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環境調查評析 
109年第 2季監測成果摘要 

監測計畫內容 成果摘要 

空氣品質空氣品質空氣品質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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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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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振動噪音振動噪音振動噪音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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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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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域生態陸域生態陸域生態陸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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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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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種 69隻次，台灣
特有種共記錄 1種(長趾鼠耳蝠)，台灣特有亞種 1種(赤腹
松鼠)，無記錄任何保育類；各物種數量貧乏無明顯優勢物
種。 

(2) 兩棲類：本季共記錄到 4科 4種 45隻次，並未記錄到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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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科 5種 21隻次，共記錄台灣特有種
1種(斯文豪氏攀蜥)，台灣特有亞種 1種(中國石龍子臺灣亞
種)；無明顯優勢物種。 

(4) 蝴蝶類：本季共記錄 4科 7亞科 14種 100隻次，並未記錄
任何台灣特有及保育類物種；優勢物種為紋白蝶。 

(5) 蜻蜓成蟲：本季共記錄 2科 4種 8隻次，未記錄任何台灣特
有(亞)種及保育類物種；各物種數量貧乏無明顯優勢物種。 

2.陸域植物 

共記錄植物 78科 203屬 274種，特有種植物共記錄 4種(臺灣
芎藭、臺灣土防己、臺灣欒樹、小葉葡萄)；受脅物種共記錄
1種極危(CR)(蘭嶼羅漢松)、2種瀕危(EN)(菲島福木、小葉葡
萄)、3種易危(VU)(蘄艾、象牙柿、日本山茶)、2種接近受脅
(NT)(水筆仔、厚葉石斑木)，上述物種皆為人工栽植做園藝景
觀用，非野外自生族群。 

鳥類鳥類鳥類鳥類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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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2日、109年 5月 17日、109年 6月 7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0) 

三、摘要 

共記錄 26科 65種 11,899隻次，共記錄台灣特有亞種 9種(棕三
趾鶉、小雨燕、大卷尾、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黃頭扇尾鶯、

褐頭鷦鶯、粉紅鸚嘴)；2 種珍貴稀有鳥類(黑翅鳶、小燕鷗)，3
種其他應予保育鳥類(黦鷸、大杓鷸、紅尾伯勞)；鳥類族群以黃
頭鷺、小白鷺及東方環頸鴴數量為前三大優勢物種。 



海域水質海域水質海域水質海域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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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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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鳥類海上鳥類海上鳥類海上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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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11日、109年 05月 16日、109年 06月 06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0) 

三、摘要 

以雷達調查海上鳥類，僅 5月於 B12測站記錄 2科 2種，分別
為大白鷺(1隻)及洋燕(8隻)，且飛行高度皆在 10m以下，顯示
本季風機鄰近海域鳥類密度不高。 

 

水下水下水下水下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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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3日~6月 16日、109年 6月 19日~109

年 6月 30日 

二、監測值 

三、摘要 

本計畫於 107年 8月 1日報開工，本次屬施工期調查，數據尚在
分析中。 



海域生態海域生態海域生態海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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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7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12) 

三、摘要 

本季各項監測結果摘要如下： 

1. 浮游植物：發現矽藻 22種以上、矽質鞭毛藻 3種、藍綠藻
1種、及渦鞭毛藻 3種以上，共發現 29種以上浮游植物。
其中矽藻豐度佔總豐度 96%、藍綠藻 3%、其他藻佔了 1%
以下。 

2. 浮游動物：平均豐度為 216,723 ind./1000m3，發現大類數 20
種。前六優勢大類分別為哲水蚤 (Calanoida)、劍水蚤
(Cyclopoida)、毛顎類(Chaetognatha)、橈足類幼生(Copepoda 
nauplius)、尾蟲類 (Appendicularia)和藤壺幼生 (Barnacle 
nauplius)，主要優勢類群合計佔本季浮游動物總豐度
86.1%。 

3. 底棲生物：共發現 83科 108屬 124種 9,176個生物個體，
其優勢種為海錢的一種(Dendrasteridae sp.)，計有 1,418個
個體，其次為果粒織紋螺(Nassarius fidus)，共捕獲 1,405個
個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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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魚類：計有共 17科 19屬 20種 249個生物個體，在數量上
以合齒魚科的長體蛇鯔(Saurida elongata)數量最多，有 91
個個體。在物種組成方面，以合齒魚科(Synodontidae) 的長
體蛇鯔(Saurida elongata)個體數最多，共捕獲 91尾，鬚鯛
科的日本緋鯉(Upeneus japonicus)次之，共捕獲 43尾，第
三為鰏科的細紋鰏(Leiognathus berbis)，共捕獲 25尾。 

海域生態海域生態海域生態海域生態-鯨豚生態鯨豚生態鯨豚生態鯨豚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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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執行情形： 

日期 

項目 
日期 

鯨豚生態調查 6/10~13、6/15、6/26~28、7/4、7/8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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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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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項目 
UN1 UN2 UN3 UN4 UN5 

水下聲學調查 109年 6月 13日~6月 16日、109年 6月 19日~109

年 6月 30日 

 

二、監測值(詳附表 2~3) 

三、摘要 

本季各項監測結果摘要如下： 

1. 鯨豚生態：本季分別於 6/10至 7/8間共進行 15趟次鯨豚一
般視覺觀測，僅於 6/28發現熱帶斑海豚屍體一隻，均無目
擊鯨豚。 

2. 水下聲學：本季已於 6/13~6/16、6/19~6/30進行監測，其數
據尚在分析中。 

 



附表 1  本季空氣品質監測成果 

大城變電所 普天宮

109/04/08~04/09 109/04/08~04/09

總懸浮微粒
TSP

(μg/m3)
24小時值 67 52 250

懸浮微粒
PM10

(μg/m3)

24小時值 29 35 125

細懸浮微粒
PM2.5

(μg/m3)

24小時值 20 17 35

風速
(m/s)

日平均值 2.5 2.3 —

風向 盛行風向 北風 北風 —

註：1.空氣品質標準摘自民國101年5月14日環保署公告之『空氣品質標準』， "-"係
            表該項無空氣品質標準或無平均值。
         2.各測站每次均進行連續24小時監測。

    項目                  日期
空氣品質

標準

測站

 

 



 

 

附表 2  本季各測站噪音監測結果 

單位：dB(A)

項目

測站

類別
測

值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值值值值

測

值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值值值值

測

值

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

值值值值

67.1 76.0 61.6 75.0 60.7 72.0

69.5 74.0 57.7 70.0 54.2 67.0

註：1.依據行政院環保署99年1月21日修正公告之「環境音量標準」。
         2.各項目量測時段：道路交通噪音：L日(第一、二類)06:00～20:00、L日(第三、四類)07:00～20:00；
                                                                        L晚(第一、二類)20:00～22:00、 L晚(第三、四類)20:00～23:00；
                                                                        L夜(第一、二類)22:00～06:00、L夜(第三、四類)23:00～07:00
         3.各測站之監測時間：電氣室附近民宅為109年1月20~21日，芳苑國小為109年1月20~21日。

Ｌ晚 Ｌ夜

Ldn

道路交通噪音

Leq

日平均值

Ｌ日

Lmax Ｌ10 Ｌ50 Ｌ90

68.456.7

第二類管制區緊鄰8公尺(含)以上道路管制標準

芳苑國小

第三類管制區緊鄰8公尺(含)以上道路管制標準

電氣室附近民宅 68.648.2

67.3 114.0 65.5 50.8

54.667.4100.465.3

 
 



 

 

附表 3  本季各測站振動監測結果 

單位：dB

時段

項目 Lveq Lveq

測站
測值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
測值 測值

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標準值
測值 測值 測值

32.8 70.0 30.9 65.0

33.5 65.0 31.1 60.0

註：1.我國目前尚無振動管制標準，故參考「日本振動規制法施行細則」。
        2.日間時段為08：00~22：00；夜間時段為22：00~08：00。
        3.各測站之監測時間：電氣室附近民宅為109年1月20~21日，芳苑國小為109年1月20~21日。

32.1 30.6

第二種區域

32.9電氣室附近民宅

芳苑國小 36.1

32.9

65.4

31.1 58.9

第二種區域

第一種區域 第一種區域

Lv10 Lv10

日間(08:00~22:00) 夜間(00:00~08:00, 22:00~24:00)
LvdnLv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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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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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季蜻蛉成蟲監測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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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本季植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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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本季鳥類監測結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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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本季鳥類監測結果統計表(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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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本季鳥類監測結果統計表(續 2) 

 



 

 

附表 11  本季海域水質監測結果統計表 
測站 項目 溫度 pH 溶氧量 鹽度 生化需氧量 大腸桿菌群 氨氮

及深度（公尺） （℃） mg/L psu mg/L CFU/100mL mg/L

上層 28.3 8.1 6 34.3 <1.0 4800 <0.05

中層 28.2 8.2 5.7 34.3 <1.0 5000 <0.05

下層 28.0 8.2 5.4 34.3 <1.0 9000 <0.05

平均 28.2 8.2 5.7 34.3 <1.0 6267 <0.05

上層 28.4 8.2 5.7 34 <1.0 360 <0.05

中層 28.3 8.2 5.6 34.1 <1.0 350 <0.05

下層 28.4 8.2 5.2 34 <1.0 350 <0.05

平均 28.4 8.2 5.5 34.0 <1.0 353.3 <0.05

上層 28.5 8.2 5.6 33.7 <1.0 200 <0.05

中層 28.5 8.2 5.3 33.7 <1.0 15 <0.05

下層 28.4 8.2 5.2 33.7 <1.0 100 <0.05

平均 28.5 8.2 5.4 33.7 <1.0 105.0 <0.05

上層 28.3 8.2 5.7 34.1 <1.0 14000 ND

中層 28.4 8.2 5.6 34.2 <1.0 1900 <0.05

下層 28.4 8.2 5.4 34.1 <1.0 3500 ND

平均 28.4 8.2 5.6 34.1 <1.0 6466.7 <0.05

上層 28.4 8.1 5.7 33.9 <1.0 150 <0.05

中層 28.4 8.2 5.3 33.9 <1.0 200 <0.05

下層 28.3 8.2 5.3 33.9 <1.0 350 0.05

平均 28.4 8.2 5.4 33.9 <1.0 233.3 <0.05

ST8

乙類海域海洋

環境品質標準
— 7.5～8.5 ≧5.0 — <3

ST11

註：1.N.D.括號內表示低於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值，若為"－"表其測值屬無意義值；灰底表示超過法規值。

— —

ST1

ST5

ST3

 
 
 
 
 
 
 
 
 
 
 



 

 

附表 11  本季海域水質監測結果統計表(續) 

測站 項目 正磷酸鹽 懸浮固體 矽酸鹽 亞硝酸鹽 硝酸鹽 葉綠素a

及深度（公尺） mg/L mg/L mg/L mg/L mg/L μg/L

上層 <0.015 7 0.123 <0.02 ND 0.3

中層 0.015 7.6 0.172 <0.02 ND 0.6

下層 0.015 5.7 0.181 <0.02 ND <0.1

平均 <0.015 7 0 — — 0.5

上層 <0.015 8 0.166 <0.02 ND 0.6

中層 <0.015 6.1 0.169 <0.02 ND 0.9

下層 <0.015 4.7 0.169 <0.02 ND 0.6

平均 <0.015 — — — — 0.7

上層 0.028 11.2 0.255 <0.02 <0.22 0.6

中層 0.025 6.8 0.234 <0.02 <0.22 0.6

下層 0.025 7.5 0.255 <0.02 <0.22 0.3

平均 0.026 — — — <0.22 0.5

上層 0.018 7.2 0.175 <0.02 ND 0.3

中層 <0.015 6.6 0.148 <0.02 ND 0.6

下層 <0.015 6.8 0.163 <0.02 ND 0.6

平均 0.018 — — — — 0.5

上層 0.018 10.4 0.169 <0.02 ND 0.3

中層 0.031 10.8 0.16 <0.02 ND 0.3

下層 0.021 10.2 0.169 <0.02 ND 0.6

平均 0.023 — — — — 0.4

— — — — — —

ST8

ST11

乙類海域海洋

環境品質標準

註：1.N.D.括號內表示低於方法偵測極限之測值，若為"－"表其測值屬無意義值；灰底表示超過法規值。

ST1

ST5

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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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2/7)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3/7)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4/7)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5/7)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6/7) 

 



 

 

附表 14 本季底棲生物監測結果統計表(7/7) 

 

 
附表 15底棲生物之種類數目及個體數量 

分類
測站 ST1 ST3 ST5 ST8 ST11 Total 
門 6 7 8 6 7 8 
科 22 35 54 38 65 83 
屬 23 48 65 40 80 108 

物種數 27 55 76 43 89 124 
個體數 429 1211 2588 1591 3358 9176 

 



 

 

附表 16本季魚類監測結果統計表 

Line 1 Line 2 Line 3 合計

Chordata/Osteichthyes 脊索動物門/硬骨魚類

Apogonidae 天竺鯛科

Ostorhinchus kiensis 中線鸚天竺鯛 1 1
Carangidae 鰺科

Carangoides armatus 甲若鰺 1 1
Dasyatidae 魟科

Dasyatis bennettii 黃魟 2 3 5
Dasyatis zugei 尖嘴魟 3 3

Drepaneidae 雞籠鯧科

Drepane longimana 條紋雞籠鯧 1 1
Ephippidae 白鯧科

Ephippus orbis 圓白鯧 1 8 9
Fistulariidae 馬鞭魚科

Fistularia petimba 鱗馬鞭魚 1 1
Haemulidae 石鱸科

Pomadasys kaakan 星雞魚 1 3 4
Leiognathidae 鰏科

Leiognathus berbis 細紋鰏 2 22 1 25
Monacanthidae 單棘魨科

Stephanolepis cirrhifer 絲背冠鱗單棘魨 1 1
Mullidae 鬚鯛科

Upeneus japonicus 日本緋鯉 1 10 32 43
Narcinidae 雙鰭電鱝科

Narcine lingula 舌形雙鰭電鱝 1 1 2
Platycephalidae 牛尾魚科

Inegocia ochiaii 落合氏眼眶牛尾魚 2 3 5
Sciaenidae 石首魚科

Sciaenidae sp. 石首魚科的一種 7 2 1 10
Soleidae 鰨科

Cynoglossus arel 大鱗舌鰨 5 1 6 12
Liachirus melanospilos 黑斑圓鱗鰨 16 16

Synodontidae 合齒魚科

Saurida elongata 長體蛇鯔 32 6 53 91
Tetraodontidae 四齒魨科

Lagocephalus gloveri 克氏兔頭魨 15 1 1 17
Takifugu poecilonotus 斑點多紀魨 1 1

Trichiuridae 帶魚科

Trichiuridae sp. 帶魚科的一種 1 1

12 10 15 20
69 56 124 249

物種數

個體數

學名 中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