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二高(及國6)

生態維護成果分享
-打造友善的綠色國道-

報告人：中區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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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簡介及養護核心

二、生態友善節點-永續的國道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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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3號香山至斗六(109k-260k)

中 二 高

為一條迎接南來北返的

旅人及貫穿臺灣中部淺

山生態系的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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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高延伸段(0k-37k)
國 道 6 號

為一條蜿蜒於山水間，

以迴避減輕為宗旨的

第三代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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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友善的
綠色國道

補償

減輕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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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一條安全回家的路-通霄跨越橋

(二)飛越守護-紫斑蝶保育工作

(三)環境補償永續經營-愛蘭生態池

(四)淺山環境復育基地-國姓交流道

(五)復育原生植栽-一路段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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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3號切割了動物棲息環境但動物仍有穿越的需求

從減輕動物道路致死開始

進一步推動整體棲地切割改善和連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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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澤雅子教授會勘

陳美汀博士授課情形

經調查通霄路段大多為保育林地

及草生地，石虎、白鼻心族群出

沒紀錄頻繁，積極邀請多位學者

專 家 進 行 路 段 勘 查 ， 發 現

138k+670通霄一號跨越橋應為

石虎活動涵蓋範圍，為落實生態

保育，以減輕及補償的作為，來

改善國道對於保育類動物的衝擊。

生物廊道建置說明會通霄1號跨越橋石虎首度於橋頭徘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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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原橋面7.5m寬使用

2.5m打造生態廊道。

主線加壓送水滴灌情形 滴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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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最少的錢｣、

「最環保的素材｣打造

「最自然的環境｣。

 並利用主線加壓滴灌

系統，避免水車山路

繞道及干擾動物生息，

提升棲地保育效益。



• 完工後石虎、白鼻心與鼬獾等目標物種利用

廊道施工前

白鼻心

鼬獾

105年9月共拍攝4次石虎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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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種類與活動量均增加跨越橋發揮成效連結棲地

• 依據維護管養經驗編撰跨越橋養護手冊



覓⾷區

枯⽊堆置避護區百合復育區覓⾷區

⽩及復育區

⽣物廊道

⽣態友善⼯程 昆蟲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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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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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測地點 RPI(河川污染指數） 濁度(NTU)

入水口 輕度污染 11.1

出水口 未（稍）受污染 4.2

年度 1996年
(設計階段)

2016年
(累計物種數)

珍貴稀有/
其他應予保育

臺灣特有種
物種數種類數

魚類 2目3科7種 4目6科20種 1種 6種

爬蟲類 -- 2目6科27種 6種 5種

兩棲類
(蛙類） 1目3科6種 1目6科17種 1種 3種

鳥類 4目9科16種 11目40科75
種 8種 19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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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3

44
55

66

7788

99

1 擋土牆護岸綠美化

22

33

生物巢箱及周邊棲地改善

固化土步道

44

55

66

橋下裸露地鋪設碎木屑

生態草石溝

噴灌系統

77

88

99

滴灌系統

生態草溝

橋樑雨水淨化系統

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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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栽植方式 原生樹種 總數 樹種名稱

102
移植 15種 98株 榔榆、九芎、青剛櫟、杜英…等

新植 16種 1,988株 青剛櫟、台灣欒樹、台灣海桐、火刺
木、珊瑚樹、桃實百日青等

104 疏林移植 4種 245株 羅漢松、土肉桂、楊梅及白千層

105 新(移)植 15種 1,449株 梭羅木、青楓、光蠟樹、冇骨消..等

總計 50種 4,666株 (統計至10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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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霄-白及 國姓-水社柳 愛蘭-高士佛澤蘭通霄-白及通霄-台灣百合

苗栗工務段面積約350m2 大甲工務段面積約1,400m2 斗南工務段面積約240m2 南投工務段面積約2,000m2

原生植栽

培育苗圃

一路段

一特色

沿線採種

植栽定植

苗圃復育

23



簡報結束
感謝聆聽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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