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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地前保護措施 

(一)設置保護措施 

1.保留基地北側及南側兩處截留溝及其兩側草叢，區位於如圖一所示，維持現況

環境避免人為干擾。 

2.沿著基地北側至南側之間的截流溝旁先行架設圍籬，且圍籬底部應保留至少 20
公分高的空隙，除減輕對蛙類棲地的干擾，亦有利從基地內避離的動物得以通

過。 

(二)分段除草，增加避難時間 

1.於整地作業前，先分階段進行除草作業。於 10 月至 11 月間，先針對基地東側

平地進行除草作業(非開挖地面)，而後於 11 月底至 12 月間，再由平台地由東往

西方向逐步除草。除草時間由原本規劃的數天分散於一個月的時間內分次漸進

除草，以提供足夠的緩衝時間，讓爬行類動物及兩棲類動物避離至西側山區及

截流溝附近。 

2.除草過程應注意保留擋土牆下截流溝兩側的草叢，以維持臺北樹蛙原有棲地環

境。 

3.開挖基地前，已除草區域需定期除草，以降低地被植物覆蓋度，避免臺北樹蛙

再度遷回。 

(三)加強棲息環境營造 

1.目前調查結果顯示基地西側山坡上樹林有穩定台北樹蛙族群棲息，可將其視為

此區域台北樹蛙族群之種源，並持續維持其族群之監測。 

2.基地西北側連接山壁之截流溝旁可先行架設圍籬，避免未來施工對此環境產生

影響，並維護截水溝與山壁間之流通性及環境，包含與西側山坡樹林之連續性、

周邊草生環境現況、截水溝內泥質土壤環境(避免清除水溝內泥土及有機物質)。 

3.確保截水溝內環境維持濕潤及積水泥土特性，維持山坡地雨水逕流流入截水溝

內，以營造台北樹蛙於冬季之繁殖活動棲地。 

4.於冬季繁殖時期(10 月至翌年 3 月)，更加強台北樹蛙繁殖所需之棲地營造：於

東北季風時節或寒流到來前夕，若無鋒面夾帶水氣而來，以人工澆灌山坡地造

成少量及緩慢匯入截水溝內之地表逕流方式，或於截水溝周邊以噴霧方式營造

低溫、濕潤且積水泥濘之繁殖棲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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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保護圍籬及保留範圍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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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階段保護措施 

(一)應先完成臺北樹蛙棲地(生態池)保育工作，方能進行量體開挖等施工工程。 

(二)避開蛙類繁殖期並採分期開挖 

1.住二山限區（山坡地範圍）開挖工程應於完成除草作業的隔年 3 月後，即台北

樹蛙繁殖期結束方才施工。 

2.由基地東側開始採小區域階段性開挖，避免同時間進行大範圍開挖作業，使基

地內動物有足夠時間遷移至基地外地區。 

(三)棲地維護與管制干擾 

1.施工前，應針對現場人員進行教育訓練，內容包括臺北樹蛙生態習性、棲地環境、

誤入工地野生動物的處理方式，及說明捕獵與騷擾保育類動物所應負之刑責。 

2.施工期間(11 月至隔年 5 月期間)，定期巡視施工整地前所營造之棲息環境，並

以人工方式進行補水或噴水霧，確保溝內水漥及兩側的草叢土壤濕度，必要時

補充落葉及土壤等有機物質，若監測時發現台北樹蛙之卵泡或孵化之蝌蚪，則

可增加些許補水量，產生可讓其蝌蚪離開卵泡之緩水流以及其蝌蚪活動發育之

水體環境，以利台北樹蛙的蝌蚪發育至可離水的階段為止。 

3.整地或開挖後產生的裸地，應立即進行覆蓋，並加強空氣污染之防治工作，隨

時加強裸土的灑水，防止塵土的飄散，對儲料、堆土區、砂石車應加以覆蓋，

以減少揚塵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4.施工期間若發現野生保育動物闖入或捕獲時，應先行記錄發現時間及地點並通

報工地負責人。 

(1)兩棲類或爬行類動物，應小心捕捉或驅趕入籠具內，交由工地主管於興隆山

區釋放。 

(2)記錄釋放時間及地點並拍照存證。 

5.於基地出入口及特定位置(進入山區的小徑)，架設紅外線設觀測點，除可協助記

錄人員於山區的行為外，亦可以達遏止盜獵動物目的。 

6.地表的逕流水、沖洗車輛的汙水及廢泥水應經由臨時排水系統導入臨時沉砂池，

不得排入平台地的截流溝內，以免汙染蛙類棲地。 

7.嚴格執行噪音及震動的減輕措施，會產生巨大聲響或是震動的工程應在白天進

行，以避免干擾棲息及繁殖求偶行為。 

8.施工所剷除之植被及施工期間所產生之廢土及廢棄物，應妥善處理，不能隨意

丟棄或在露天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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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程車進出路線應使用既有的區內道路，避免新道路的開發，以減少工程進行

的影響。 

10.工程車進出時徹底進行輪胎之清理，避免工區之塵土汙染外圍環境，同時清理

之汙水統一收集進行處理再予以排出，避免汙染周邊水源。 

11.結構體施築時，於結構體外架設防塵網，可有效控制塵土散逸情形，避免影響

鄰近區域植物光合作用及生長狀況，以維護植物生態及周遭環境。 

12.嚴禁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干擾或破壞鄰近空地以及原生植被，且施工行為

應侷限在基地內，以維護現存動物的棲息環境。 

13.嚴格要求相關工程人員，禁止一切騷擾、捕捉野生動物之情事發生，若有發生

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相關法令時，均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辦理。 

14.景觀生態池工程施作時間應避開臺北樹蛙於冬季活動時間(10 月至翌年 3 月)，
並避免夜間施工的影響，及減少棲地營造(保護)範圍之夜間照明，以降低對其

干擾。 

(四)擬定施工期間生態調查計畫，並據以執行，詳請見如表 1 所示。 

(五)施工期間委請兩棲類生態專家於每年 9 月至隔年 5 月間，每月檢核保護對策執行

成果並提出處理建議一次，並將相關成果主動提送台北市環保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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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生態調查作業 
監測項目 頻率 地點 

陸域 
生態 

陸域動物、陸域植物 每季監測一次 基地周邊 500 公尺 

臺北樹蛙 每月監測一次 基地內及其周邊 500
公尺 

三、營運階段棲地營造及維護 

(一)進入營運期間後，應持續執行施工階段之臺北樹蛙保護對策至少 2 年。 

(二)棲地營造 

1.擴大保留臺北樹蛙棲地範圍(F 棟與截流溝間)的植被面積。 

2.規劃棲地保留區除增種少量小喬木外，既有的地被植物均維持現況任其自然發

展。且於種植喬木過程中，縮限樹穴開挖範圍由原 150cm 縮小至 100~120cm，

以減少對棲地破壞面積。 

3.於棲地保留區旁增加規劃生態池，並針對臺北樹蛙習性，規劃淺水處之水深約

5~15cm，池邊規劃以落葉、土壤以增加符合臺北樹蛙所需之環境，詳請見如圖

二所示。 

4.棲地保留區內，沿截流溝邊緣種植姑婆芋及穿鞘花等好濕耐蔭植物，同時設有

補水設施，以維持溝內積水以及環境濕度。 

5.於臺北樹蛙棲地保留區完工後，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建議臺北市動物園兩爬館 
陳賜隆館長)至現地進行指導，以確保棲地環境可符合臺北樹蛙生態習性。 

6.工程完工後，維持施工前及施工期間截水溝之環境營造狀況，並以適當方式(圍
籬或灌叢)降低住戶對於棲地營造(保護)範圍之干擾。 

7.新增景觀生態池設計須考慮臺北樹蛙習性，提供環境至少應具備要件：泥巴地

環境、固定水體、緩流水連接泥巴地及池子水體、地表植栽及落葉等，以作為

臺北樹蛙求偶、交配、產卵泡、孵育蝌蚪及蝌蚪發育等繁殖活動之完整棲息地

環境。 

(三)整體生態環境 

1.在考量安全無虞情況下，規劃基地設置 1 處景觀生態池，並將劃設淺水區，除

同時可增加臺北樹蛙棲地空間外，亦增加基地內多樣性，詳請見如圖三。 

2.綠化以原生及誘蝶誘鳥之蜜源植物進行複層式植栽，以增加周邊生物食物與棲

地來源，並適度保留落葉環境以提供生物的生活空間，同時亦可使此綠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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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營養物質得以保持，維持此區的肥沃力，詳請見如圖四。 

3.開放空間以植栽進行綠化，並定期澆水及保養，禁止使用化學殺蟲劑、除草劑

或老鼠藥，避免野生動物誤食毒餌。 

4.於基地內設置燈具僅提供步行者安全照明，並避免大量的光線直接投射至天空

或周邊環境，影響基地周邊動物棲息。 

5.維護社區整潔，減少鼠類等蛇類獵物於出沒，減少吸引蛇類的因子，並使用防

蛇網等防蛇建材，降低蛇類進入基地或住家內。初步規劃於樹蛙棲地保育區與

F 棟間設置防蛇網，如圖五所示，惟實際設置將委請生態專家評估為準。 

(四)維護管理 

1.由社區管理委員會成立相關環境管理小組負責維護管理，使棲地環境得以延

續。 

2.將本計畫納入管理委員會的管理規章與住戶公約。 

 

四、營運階段生態教育 

(一)執行生態調查作業，如表 1，並將生態調查結果公告社區公布欄或公共區域，讓

住戶更瞭解自身居住的生態環境。 

(二)於臺北樹蛙棲地保留區設置教育解說牌，以讓居民更加認識臺北樹蛙。 

(三)邀請臺北市動物園或相關專家學者於社區舉辦講座，以培養社區居民了解當地動

物的生態習性、環境管理素養，促成民眾能自發性保護當地生態環境 

(四)舉辦生態綠化活動或宣導會，培養社區居民對棲地營造及生態管理的基本知識，

以利各項保育措施得以延續，且有專責人力監管與改善。 

(五)依「臺北樹蛙保育計畫」規劃，針對住戶進行臺北樹蛙生態及環境教育宣導外，

另於宣導活動中針對蛇類或其他野生動物進行規劃，包含文宣、講習等，說明蛇

類習性及遭遇處置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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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營運期間棲地保留區之樹蛙生態池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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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景觀生態池規劃示意圖 

 



 

 

 

圖四 本基地植栽計畫配置圖 



 

 

 

圖五 本案初步規劃防蛇網位置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