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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4 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5 年 8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第 60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許副主任委員文龍代              記錄：蕭映如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決議： 
 

一、 確認上次（105 年度第 3次）會議紀錄 

決定：會議紀錄確認。 

二、討論事項 

第一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定於宜蘭縣壯圍鄉壯濱段 11 地號（位屬蘭

陽溪口重要濕地），規劃建置無人防災降雨雷達站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 因本案選址尚未定案，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確認後通知本

部，必要時再提本小組會議確認。 

（二） 若後續確認設置於重要濕地範圍，本次會議各委員所提施工、

排水等問題，提供中央氣象局納入後續規劃設計參考。 

第二案：「夢幻湖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審議案，提

請討論。 

決議：本案准照本部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專案小組會議紀錄詳附錄）

及本次會議委員意見通過，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計畫書圖後，報

由內政部核定。 

柒、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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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要點 

討論事項： 

第一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定於宜蘭縣壯圍鄉壯濱段 11 地號（位

屬蘭陽溪口重要濕地），規劃建置無人防災降雨雷達站案。 

一、 委員 1 ： 

（一） 交通部氣象局所規劃之防災降雨雷達站，其規劃之污水處

理設施，放流水應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

水投入標準」，然由所提送之規劃報告書第 5-3 至 5-7 頁

之工程經費並未核實編列污水處理設施之相關建設費

用，建議檢討。再者，因本案位於生態敏感區，故未來之

污水處理設施應避免噪音之產生，且產出之污泥亦宜妥加

處理及處置，避免造成污染。 

（二） 施工期間剩餘土石應妥善處理，如有暫時堆置之必要，也

應不影響周邊濕地。 

（三） 另依本小組前次會議討論，有關重要濕地內入流水標準，

若在重要濕地範圍內之新興設施入流水，需依照「重要濕

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若是範圍外設施

之放流水進入重要濕地，則依環保署規定辦理，請氣象局

依此原則配合修正簡報第 48 頁。 

二、 委員 2： 

（一） 本案功能及涵蓋面上是否與五分山站有重疊？請補充說

明。 

（二） 依目前所選位置，為超越前棟海巡署雷達，致本案建物高

度必須加高，建議氣象局考量設置其他地點，以利氣象站

高度降低，對生態環境之衝擊及視覺影響較小。 

三、 委員 3 ： 

（一） 本案目前選址區位因鄰近海巡署相關設施而須將建物高

度增高，不論是地貌或對濕地鳥類等生態造成影響，建議

補充說明設置於本區位之必要性。 

（二） 本案是無人雷達站，應無日常污水，請說明污水處理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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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來操作方式（維修人員產生的污水所需之污水處理量） 

四、 委員 4 ： 

（一） 請說明此建築對濕地之影響（包含興建過程機具運送、土

方挖掘對濕地及動、植物及水質之影響）。 

（二） 本基地現為防風林，未來是否有補植計畫。 

五、 委員 5 ： 

（一） 本案位於重要濕地範圍，建議針對設置於該區位之適宜

性、必要性及不可替代性等方面加強論述，以利評估。 

（二） 建議本案納入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中一併考量。 

（三） 本案應儘量避開濕地候鳥棲息遷移路徑及施工期間應有

相關環境減輕衝擊分析及因應對策。 

六、 委員 6： 

（一） 蘭陽溪口重要濕地的生態調查已執行多年，建議將相關經

費投注在雷達測站相關的監測上，並了解該監測資料如何

與生態調查（例如候鳥、水鳥監測）結合，對濕地具有正

面意義。 

（二） 建議補充極端氣候的風險評估。 

七、 委員 7： 

若本案通過後，請氣象局後續仍須依森林法規定申請保

安林解除或租用。 

八、 濕地保育小組： 

（一） 基地位於森林區國土保安用地，現況為保安林，植栽應選

用以臨近區域的原生海濱植栽為主，施工期間應擬定水

質、土壤、生態等各項環境保護措施，以降低施工期間之

干擾，機具動線、人員進出應妥為安排，避免揚塵，以降

低對濕地生態影響。 

（二） 生活雜排水及生活污水依其規劃係合併收集至污水處理

設備再放流至排水溝，放流水應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

水蓄水放淤投入標準」，以避免污染水質。 

（三） 基地位置鄰近蘭陽溪出海口，需考量基地滯洪功能，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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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時應考量基地保水能力。施工期間剩餘土石方應妥善

處理，避免影響周邊濕地。 

（四） 濕地明智利用項目原則不違反其他法令之規定，爰氣象站

設置應符合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訂之容許使用項

目。 

（五） 本案設置基地面積及量體較小，施工期間應擬定之水質、

土壤、生態等保護措施，以降低對周遭環境之干擾與影響

程度，避免破壞蘭陽溪口重要濕地受評定之其他重要價

值。。 

九、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一） 有關本案建置位址已與宜蘭縣政府溝通協調多次，本局尊重

宜蘭縣政府所提建議位置。 

（二） 本案與五分山站不會重疊。本雷達站為小型雷達且平時並無

人員進駐，故障時係利用通訊遙控方式進行維修。 

（三） 施工期間將設置施工圍籬，土方暫置部分也會侷限在工地

內，儘量對生態影響降至最低。 

（四） 本局已針對宜蘭縣政府所建議地點做評估報告提供縣府參

考，目前仍尚未給予明確答復是否要更換設置地點。 

十、 宜蘭縣政府： 

（一） 有關本案選址部分，府內單位有提出改設其他地點之建議，

惟尚未定案。 

 

第二案：「夢幻湖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審議

案， 

一、 委員 2： 

規劃單位未依本案專案小組委員審查意見進行修正。 

二、 委員 3： 

（一） 請確認保育利用計畫的目錄符合相關格式和內容規定，舉例

來說，夢幻湖無人口居住也無產業，但在目錄中還是需要有

社會經濟調查分析相關章節，內容則依實際情況說明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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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產業；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之基礎調查分析亦同。 

（二） 表和圖的編號和格式（例如，表編號、單位、附註、資料來

源，以及圖的解析度、圖例等）請採內政部的統一編號和格

式（請作業單位提供）。相關附圖請根據委員 2 的意見，修改

符號、圖例等。 

（三） 計畫書第 2 頁，「二、相關計畫」的內文，語句不順，請再重

新調整。 

（四） 計畫書第 3 頁，表 3 請依委員 2 的意見修改。 

（五） 附錄二中的表格應有表名稱，並請依會議當日口頭提供的建

議將各年度的表整併。另表中的「平均」列中呈現很多「總

量」，請按一般統計表的呈現方式修正。 

（六） 表 3 彙整了歷年相關研究，但在夢幻湖水質（P13）、植物（P17）

等處皆以 104 年單一計畫進行說明，（四） 計畫書第 16 頁也

以 104 年計畫和 99 年比較。除非有特殊理由，水質和生態資

源的調查皆不應以單一年度的計畫結果推論，請納入歷年計

畫彙整說明。 

（七） 自然環境現況、水資源和生態資源的基礎調查分析，社經調

查分析（夢幻湖無此項），以及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等等

內容應和後面課題探討與對策提出相互呼應，也就是在前面

分析必須先點出問題，後續課題探討才能對應，但目前並未

完全前後呼應，舉例來說，課題四提到外來物種入侵的問題，

但前面分析並未提到有外來種入侵的現象。請確認各課題在

分析部分皆有所呼應。至於對策部分則需和後面保育利用原

則與構想、功能分區和明智利用項目、限制或禁止行為、保

育利用管理計畫、實施計畫相呼應。目前對策部分的說明較

不具體明確，和前述各項的連結與呼應不夠。 

（八） 未來五年的實施計畫多為調查和監測（舉例來說，滲漏不是

已知的事嗎？課題一的策略為何要針對水位、水文進行長期

監測，並進一步研擬水源滲漏策略，現在的資訊不足以研擬

滲漏策略嗎？），請說明原因或做必要修正。 



 6         

（九） 水位變化部分，若發生乾旱導致夢幻湖濕地乾涸到影響水韭

存亡時，所採取相關措施請補充說明。 

（十） 請確實參酌各位委員意見修正。 

（十一） 誤植部分： 

1. 計畫書第 13 頁，正文第一行「陽明山家公園管理處…」，

修正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2. 計畫書第 17 頁，第三段第一行「…水域植物重要值指

數…」，請說明。 

3. 計畫書第 17 頁，第三段第六行「…水韭會隨水向外拓

殖…」請修正。 

4. 計畫書第 17 頁，最後一段第一行「…於 91 年後相關研究

即無發現…」修改為「即未」。 

5. 計畫書第 18 頁，最後一行，將句點移至句子最後。 

（十二） 本案若經小組會議同意通過，本人可以協助檢視相關修正

內容。 

三、 委員 5： 

（一） 建議針對濕地目標及關鍵問題及對策再檢討，尤其是正面保

育或復育計畫宜適度納入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以落實計畫目

標。 

（二） 本案水位變化易受氣候變遷及滲漏影響，水資源管理需具體

說明水質及水位（含水源滲漏評估）與監測應有結合機制及

枯水期因應對策。 

（三） 本案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面積為 0.53 公頃且全部劃設

為核心保育區，相對單純。建議計畫書圖格式、圖例比例尺

依規定修正。 

四、 委員 6： 

（一） 建議加強與國家公園計畫之連結。 

（二） 既然臺灣水韭的唯一自然生育地在此，可以參考台灣水蓮的

物種保育策略，釐清棲地保育在其存續保育上的角色，了解

其生存關鍵因子。建議可列為未來 5-10 年調查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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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監測機制配合台灣水韭保育策略，以利於後續經營管理

經費編列。 

五、 委員 7： 

（一） 夢幻湖水位變化受氣候影響，建議氣候變遷問題應納入考

量，若未來因乾旱造成水位降到不可回復之情況，建議本計

畫增加氣候變遷調適及因應作為。 

（二） 夢幻湖保育標的物為台灣水韭，是否考量做域外復育或其他

積極保育作為。 

六、 禾拓規劃設計公司： 

（一） 有關臺灣水韭的保育策略，將再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討

論。 

（二） 本案後續逐年監測調查計畫將結合臺灣水韭生育分析辦理。 

（三） 之前曾討論若遇水源乾涸時，考量使用備用水源挹注，但討

論結果對於人為介入棲地回復的方式仍建議應依調查研究成

果再做確認；另境外復育成果，目前執行成效不錯。 

（四） 有關未依委員意見修正部分，本團隊深感抱歉，將儘速修正。 

七、 城鄉發展分署：  

本計畫需加強補充部分，本分署將再與規劃單位討論，

修正內容將再提供周委員確認，後續再依程序核定。 

八、 濕地保育小組： 

（一） 經檢核本計畫草案業依 105 年 6 月 20 日「夢幻湖重要濕地(國

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委員意見

修正，建議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同意本計畫草案及意見回

應情形，後續循程序由內政部核定。 

（二）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本案經本會專案小組（召集人：周委員嫦娥），於 105 年 6 月

20 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聽取本署城鄉發展分署（以下簡稱

分署）簡報說明，已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見，本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依是日會議意見提送處理情形對照表及修正計畫

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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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專案小組會議紀錄討論事項意見 
濕地保育小組

初審意見 
備註 

1 保育利用計畫範圍 

建議依修正內

容通過。 

第 1 頁 

2 計畫年期 第 1 頁 

3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利用項目

及管理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其保

育、復育、限制或禁止行為、維護管理

之規定或措施 

第 27~29 頁 

4 水資源保護及利用管理計畫 第 30~31 頁 

5 緊急應變及恢復措施 第 32~35 頁 

6 財務與實施計畫。 第 36 頁 

7 其他相關事項 第 37 頁 

8 人民陳情意見處理 

附表2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見回

應表 

9 會勘委員意見處理 
附表3會勘委員

意見回應表 

10 應補充事項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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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夢幻湖重要濕地（國家級）保

育利用計畫（草案）」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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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夢幻湖重要濕地（國家級）

保育利用計畫（草案）」第 1次審專案小組會議記錄 

時間：105 年 6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城鄉發展分署 2 樓會議室 

主持人：周召集人嫦娥 

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記錄：廖明珠、蔡淑帆 

壹、本案說明：  

  夢幻湖重要濕地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轄內，行政區域屬臺北市北投區，係

內陸湖泊濕地。內政部前於100年1月18日公告為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並於104

年1月28日公告確認範圍，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104年2月2日施行後，

依本法第40條規定視同國家級重要濕地。本案業於105年2月24日起至105年3月24

日舉行公開展覽，並於105年3月10日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地下樓會議室辦理

說明會。為核定夢幻湖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依據本法第3條、第7條規定成立

專案審議小組進行本案審查作業。 

貳、初步建議：  

一、 計畫年期： 

依濕地保育法施行細則第 5條規定，計畫年期為 25 年，且每 5年至

少檢討一次，計畫起始年請修正為「保育利用計畫核定公告年」。 

二、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利用項目及管理規定、濕地系統

功能分區及其保育、復育、限制或禁止行為、維護管理之規定

或措施 

（一） 請補充國家公園說明生態保護區與本案範圍之相關性，並檢視周圍

是否需利用夢幻湖環境步道與鄰近區域作為緩衝區或環境教育區。 

（二） 濕地保育法無禁止進入相關規定，有關申請進入部分，應再檢討。 

（三） 依本法第 25 條第 6款規定重要濕地範圍：「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獵捕、撿拾生物資源」。

本計畫草案第 40 頁，有關禁止事項部分，建請參考本法第 25 條所

列並載明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三、 水資源保護及利用管理計畫 

（一） 建議水質監測點位標示(TWD97)座標，未來對於空間連續性檢討分

析，可有較明確依據，因夢幻湖濕地水源僅有雨水未涉及下游水源

灌溉排水系統水資源取用狀況較為單純，故僅針對水質長期監測做

水質保護計畫同意。 

（二） 水質監測調查頻率及項目請考量酌予增加。 

（三） 水位是重要管理項目之一，應規劃及建議如何處理，後續可研擬之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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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緊急應變及恢復措施 

（一） 夢幻湖重要濕地，緊急應變編組應依性質分類。 

（二） 建議其緊急應變流程及緊急通報系統以流程圖示意。 

（三） 簡報第27頁有關緊急應變系統提及「將持續追蹤汙染源並將情形回

報環保署」，應更正為內政部。 

五、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本財務與實施計畫僅規劃5年，但計畫目標年期為25年，建議補充

說明兩者間的關連性。 

（二） 有關實施計畫之經費需求，請參考本署重要濕地保育計畫(106-110

年)草案經費分配。 

（三） 考量目前尚無法瞭解掌握水位之控制機制，建議可於中長期計畫擬

定長期監測，透過長期監測資料了解水位變化，比對水源對水韭及

當地生物之影響，再經過科學方式處理作討論及對策。 

六、 其他相關事項 

請補充「內政部105年2月19日台內營字第1050801643號函委任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理處辦理本重要濕地之濕地保育及經營管理許可相關事項」文

字。 

七、 人民陳情意見處理：詳附表1 

（一） 有關保育利用計畫圖中標示夢幻湖位於湖山里，已重新確認里界範

圍，夢幻湖重要濕地位於湖田里，誤植部分已修正。 

（二） 關於濕地環境教育納入湖田國小環境教育中，因湖區為核心保育

區，可在區外之木棧道觀景台處實施環境教育解說，此部分將請規

劃單位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討論依委員意見納入作補充。 

八、 會勘委員意見處理：已依會勘意見修正，詳附表2。 

九、 應補充事項 

（一） 計畫目標應回歸濕地保育法立法宗旨，夢幻湖濕地的保育對象除了

臺灣水韭之外，應以維持濕地的生物多樣性為目的。 

（二） 建議計畫目標三：「透過環境教育推廣，使民眾瞭解臺灣水韭並培

養生態保育觀念」，可修正為「透過環境教育推廣，使民眾瞭解濕

地並培養生態保育觀念」。 

（三） 計畫書現況論述內容請補充出處。 

（四） 計畫書第6頁至第13頁所提「歷年相關研究計畫」部分，第一欄「計

畫名稱」應逐一查核該計畫名稱之正確性，第五欄「研究發現與結

論建議」1節，請調整為「結論」、「建議」2部分分別填寫，另審

酌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歷年所辦之委辦計畫之目的不盡相同，規

劃團隊應審慎評估納入之必要性。 

（五） 計畫書第14頁「相關研究彙整」部分，共列七大項目，該議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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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本規劃團隊自行研究所為之調查分析成果，且一併納入本保育利

用計畫之維護管理作為？請加強說明。 

（六） 請補充說明自然環境概況表5-1至表5-5的數據期間分三階段（或群

組）呈現（70-99, 100~103, 104 年）之原因或修正呈現方式。 

（七） 請補充「土地使用現況」說明。 

（八） 請補充說明本計畫無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及分析資料的原因。 

（九） 夢幻湖水質問題建議可用帕森指數檢測。 

（十） 請確認附錄二植物名錄睡蓮是否為誤植?另請補充巴西水竹葉資

訊。 

（十一） 建議於動植物名錄標示外來物種相關資訊。 

（十二） 湖底沉積物及水位監測皆已納入濕地環境監測，請補充其數量與

頻度及完整之濕地調查監測計畫之說明。 

（十三） 濕地水質長時間序列資料，是否有呈現應注意之現象?例如各種

因子之變異，如懸浮固體，硫酸鹽濃度等，對水韭之生存是否重

要，測量值特殊時期之增減變化?是否短時間內即會自然恢復，

對水韭是否有所影響? 

（十四） 水韭範圍之說明是否為各年共通的變動情形，或僅為104年之狀

況?亦即此現象是每年固定週期性氣候變化，還是單向變化? 

（十五） 生物利用除植物資料外，請再補充蛙類等兩棲類及其他動物性調

查資料。 

（十六） 請檢視表5-7，104年Q4之硝酸鹽之濃度較高之因素。 

（十七） 動物名錄請移至附錄。 

（十八） 動物之學名，如P28文內之七星鱧，請斜體化。 

（十九） 建議表15-1之各項計畫內容可再將相關內容整合。 

（二十） 表5-7之平均值建議先去除極端值(outline)再計算。 

（二十一） 圖7-4現況照片之同樣角度105年現況狀況如何? 

（二十二） 相關研究彙整中文字論述不清楚處，如：泥碳苔對水韭的影響

不大，是因泥碳苔數量少，還是不論如何都無負面影響?請再

行檢核。 

（二十三） 請確認陸化原因。 

（二十四） 課題一之論述可修正為因應氣候變遷之作法。 

（二十五） 保育利用計畫書內圖和表之編號請分署訂定固定標準。 

（二十六） 請再考量環境教育部分是否為計畫目標。 

（二十七） 年代請統一使用「民國」年。 

（二十八） 有關人工濕地或於夢幻湖北側建立集水區域規劃之對策應就

既有之生態平衡進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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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規劃單位依照上列各點修正，經委員確認再決定提請重要濕地審議

小組審議或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並檢送修正計畫書 20 份（修

正部分請劃線）、修正計畫圖 2 份及處理情形對照表 20 份（註明修正

頁次及摘要說明）。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 ：（下午 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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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夢幻湖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編

號 

陳情人及建議位

置 

陳情

理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初步研析意

見 

專案小組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見 

1 

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理處 

105 年 03 月 10 日

 保育利用計畫圖

中標示夢幻湖位

於湖山里，請查明

里名。 

已重新確認里界範

圍，夢幻湖重要濕地

位於湖田里，誤植部

分將進行修正。 

同意修正誤植部分。

 

2 

湖田里辦公室 

曹里長昌正 

105 年 03 月 10 日

 

建議濕地環境教

育納入湖田國小

環境教育中。 

因湖區為核心保育

區，可在區外之木棧

道觀景台處實施環境

教育解說，讓生態保

育觀念從小落實。 

請規劃單位依委員

意見納入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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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會勘委員意見回應表 

委員意見 規劃單位研析意見 
專案小組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見 

委員 1： 
一、 期望透過環境教育推廣台

灣水韭及生態保育觀念，
使民眾得以瞭解台灣水韭
並重視生態保育。 

二、 因過去曾發生火災，故緊
急應變措施內是否應考量
加入火災防範機制；另因
夢幻湖水源來自雨水，是
否需考量如何因應降雨量
不足狀況，並納入緊急應
變措施。 

 
一、謹遵辦理。環境教育為

陽 管 處 積 極 推 動 業
務，已將委員意見納入
計畫目標。 

二、謹遵辦理。夢幻湖之緊
急應變措施將遵循陽明
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防災應變
計畫之應變機制(包含
風災強降雨導致坡地災
害與土石流、森林火
災、外來物種入侵、水
污染或因水源枯竭造成
的物種死亡等重大緊急
事件之災害應變、災後
復建)執行。 

 
一、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二）
建議事項。 
 

二、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緊急應變及恢復
措施（一）建議事項。

委員 2： 
一、 請問簡報內容為林幸助教

授所提出內容，或是禾拓
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重
新整理後的內容。 

二、 請說明未來保育計畫落實
及執行權責單位。 

 
三、 計畫提及營養鹽近年升

高，請詳細說明營養鹽來
源等資料。 

 
 
 
 
 
 
 
 
 
 
 
一、 所列課題與對策，目前計

畫書中並無細節，僅原則
性宣示，建議再具體提出。 

 
 
 
 

 
一、目前計畫為林幸助教授

所提出之內容，後續將
依據委員意見進行調
整與補充。 

二、保育利用計畫後續落實
及執行權責單位為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三、目前無相關資料證明營
養鹽來源，僅初步判斷
為中國飛塵染物隨東
北季風輸入，適逢雨
季，形成酸性沉降落入
夢幻湖而導致；與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國
立中央大學大氣物理
研究所監測東北部的
鴛鴦湖與松蘿湖有相
似的結果。陽管處後續
已 編 列 預 算 ， 於
106-107 年執行底質調
查及沉積分析計畫。 

四、經與後續落實及執行權
責 單 位 陽 管 處 討 論
後，已將玖、課題對策
與拾伍、財務與實施計
畫進行連結，以利後續
經營管理之需求。 

 

 
一、 同意後續依委員意見

進行調整與補充。 
 
 
二、 同意執行權責單位為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
處。 

三、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十三）
建議事項。 

 
 
 
 
 
 
 
 
 
 
 
一、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財務與實施計畫
（三）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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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規劃單位研析意見 
專案小組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見 

二、 建議計畫應將過去累積之
重要研究成果彙整納入說
明，以支持計畫措施之合
宜性與必要性。 

五、謹遵辦理。除新增參、
環 境 開 發 與 變 遷 史
外，並於肆、上位及相
關計畫中整理過去之
研 究 發 現 與 結 論 建
議，及新增相關研究彙
整。 

二、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四）
及（五）建議事項。

委員 3： 
一、 本案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

範圍，過去已有相關生態
監測調查及保育管理計
畫，相當值得肯定。 

二、 應整合過去生態棲地調查
成果，量化說明其棲地
（如：水韭）及指標性動
物（如：赤蛙），物種之演
替及空間分布，以作為保
育利用計畫之依據。 

三、 夢幻湖水質偏酸性，pH 平
均為 4.5，應評估研析其可
能原因，另建議應將湖中
底泥沉積物納入監測項
目。 

 
 
 
 
 
四、 保育計畫湖水有效控制管

理相當關鍵，因湖水來源
是雨水，如何確保枯水期
生態棲地永續經營管理應
有具體策略。 

 
 
 
 
 
五、 目前夢幻湖皆劃為核心保

育區，建議應考量規劃生
態緩衝區劃設之可能性。 

 
 
六、 水質標準建議，目前採用 3

年監測資料，應與夢幻湖
生態棲地變化有適當整合
連接研析其相關性。 

 
一、 謝謝委員指教。 
 
 
 
二、謹遵辦理。已於陸、生

態資源中整合植物、動
物調查成果，並探討水
文因子對臺灣水韭及
其他植物間的消長關
係。 

三、夢幻湖為一貧營養的酸
性沼澤生態系，其酸性
可能因湖區有大量泥
炭苔生長，大量有機物
質分解及土壤的酸性
等因素所致。陽管處已
編列預算，於 106-107 
年執行底質調查及沉
積分析計畫。 

四、水位為本計畫管理重要
項目之一，且會直接影
響水生植物社會變化，
後續將針對此現象進行
長期監測研究，所得數
據將納入經營管理。另
於拾肆、緊急應變及恢
復措施中，已將因水源
枯竭造成的物種死亡納
入緊急應變措施中。 

五、目前夢幻湖於陽明山國
家公園之分區為生態保
護區，其管理規範強於
保育利用計畫，將維持
核心保育區之劃定。 

六、本濕地周邊並無人為污
染來源，未來應依據定
期監測結果 ( 已於拾
伍、財務與實施計畫中
編列 5 年計畫)，再行

 
一、 － 
 
 
 
二、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十一）
及（十五）建議事項。

 
 
 
三、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水資源保護及利
用管理計畫及補充事
項（十二）、（十三）
及（十六）建議事項。

 
 
 
 
四、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水資源保護及利
用管理計畫及補充事
項（二十八）建議事
項。 

 
 
 
 
 
五、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人民陳情意見處
理（二）建議事項。

 
 
六、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財務與實施計畫
（三）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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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規劃單位研析意見 
專案小組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見 

 
 
 
七、 目前濕地保育利用計畫與

國家公園相關保育計畫應
有適當整合規則。 

訂定濕地水質管理標
準。 

七、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保
護區，其管理規範強於
保育利用計畫，其核心
保育價值一致。另，拾
肆、緊急應變及恢復措
施內容，亦參考陽明山
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
通盤檢討)防災應變計
畫之應變機制(包含災
害應變、災後復建)綜
整，以符合實際執行機
制。 

 
 
七、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緊急應變及恢復
措施（一）建議事項。

委員 4： 
一、 計畫書細部修正 

1. 建議簡化圖和表編號。 
2. 請檢核並統一英文名

字。例如夢幻湖之英
文 Menghuan Lake 和
現勘所見之Menghuan 
Pond 似乎不同。 

3. 圖 7-2-1 請補充比例
尺。 

4. 建議年份之呈現可以
統一，民國和西元不
必互用。 

 
 

5. 所提之監測研究計畫
建議考量濕地 5 年通
盤檢討為作法，可納
入陽管處每 5 年之通
盤檢討計畫而設計其
調查時程。 

6. 計畫書 29 頁所提之長
期（4-6 年）之環境監
測研究，可再檢討。 

7. 計畫書 34~35 頁所提
之內容建議考量納入
生物性之監測內容。 

8. 所提之樣區編號，建議
有地圖展現其位置。 

9. 物種之資料（如名
錄），請考慮以附錄方
式補充。 

二、 目前以非生物因子為監測

 
一、 已遵照委員意見修正

計畫書內容。 
 
 
 
 
 
 
 
 
 
 
 
 
 
 
 
 
 
 
 
 
 
 
 
 
 
 
 
 
 
 

 
一、  

1. － 
 

2.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十
五）建議事項。 
 
 

3. － 
 

4.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水資源保護及
利用管理計畫及補
充事項（二十七）
建議事項。 

5.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財務與實施計
畫（三）建議事項。

 
 
 

6.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財務與實施計
畫（三）建議事項。

7.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十
五）建議事項。 

8. － 
 
 

9.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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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規劃單位研析意見 
專案小組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見 

項目稍嫌不足，未來可考
慮納入生物性項目（如：
台灣水韭及當地指標性物
種）。 

三、 冀望規劃單位可消化並深
化過去資料，使其更符合
計畫內容。 

 
二、 謹遵辦理。已於拾伍、

財務與實施計畫中，編
列經費納入生物性調
查項目。 

三、 已遵照委員意見，將過
去資料納入計畫考
量。除新增參、環境開
發與變遷史外，並於
肆、上位及相關計畫中
整理過去之研究發現
與結論建議，及新增相
關研究彙整。 

七）建議事項。 
二、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財務與實施計畫
（三）及補充事項
（十五）建議事項。

三、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四）
及（五）建議事項。

 

委員 5： 
一、 計畫書34頁濕地水質定期

監測： 
1. 因湖泊優養化主要

來源為總氮、總磷，基
礎調查建議納入總氮。 

2. 監測點位請明確標
示。 

3. 簡報提及民國 104
年營養鹽濃度大幅增
加研判為中國飛塵染
物隨東北季風輸入一
節，建議將落塵影響水
質的監測，納入定期監
測。 

4. 本處無明顯之汙染
來源，如果有汙染，應
為逕流廢水，建議將初
期降雨（runoff）之濃
度，納入定期監測。 

二、 重要濕地各部會有不同主
政機關。 
1. 自然濕地由內政部主

政，為使事權統一，緊
急事件之通報，第二級
應通報內政部，並應由
內政部持續追蹤汙染
源，監督進行處理措
施，並將情形回報內政
部。且由濕地主管機關
追蹤改善環境水質、土
壤 及 生 態 復 原 之 監
測，而非環保局。請修
正簡報及計畫（草案）

 
一、水質定期監測 

1.已將總氮納入基本監
測項目。 

2.與陽管處討論後水質
監測選定兩個監測點
位，如圖 13-1。 

3.本計畫水質檢測項目
係依循濕地保育法之
規定，新增部分將視
後續計畫執行之需要
增補。陽管處後續已
編列預算，於 106-107 
年執行底質調查及沉
積分析計畫。 

4.同意見 3 說明。 
 

 
二、重要濕地各部會有不同

主政機關 
1.已修正主管機關誤植
內容。 

 
 
 
 
 
 
 
 
 
 
 
 

 
一、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水資源保護及利
用管理計畫建議事
項。 

 
 
 
 
 
 
 
 
 
 
 
 
 
二、  

 
1. 有關緊急應變系統

「將持續追蹤汙染
源並將情形回報環
保署」，應更正為內
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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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見 規劃單位研析意見 
專案小組出席委員 
初步建議意見 

內容。 
 

2. 應變計畫建議依夢幻
湖本身特性調整。 

2.夢幻湖之緊急應變措
施將遵循陽明山國家
公園計畫(第 3 次通
盤檢討)防災應變計
畫之應變機制執行，
並依據過去紀錄主要
可能發生的災害類型
綜整納入(包含風災
強降雨導致坡地災害
與土石流、森林火
災、外來物種入侵、
水污染或因水源枯竭
造成的物種死亡等重
大緊急事件之災害應
變、災後復建)。 

2.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緊急應變及恢
復措施（一）建議
事項。 

委員 6： 
一、 計畫內提及之陸化情形，

惟未提出相關減少陸化之
因應措施，請補充。 

 
 
 
 
 
 
 
 
二、 部分章節與夢幻湖無直接

關係，請考量將其刪除。 
三、 建請增加生物性監測項

目。 
 
 
 
四、 計畫書內容較趨原則性，

建議增加更具體之說明及
目標。 

五、 遊客及民眾是否造成環境
干擾，建議納入環境教
育，使其降低對生物環境
之影響。 

 
一、已於玖、課題與對策中

提出後續研擬建立集
水區域之建議，另於拾
肆、緊急應變及恢復措
施中，已將因水源枯竭
造成的物種死亡納入
緊急應變措施中，並於
拾伍、財務與實施計畫
編列水文循環調查計
畫，作為研擬相關經營
管理之基礎資料。 

二、已參照委員意見刪除無
直接關係章節。 

三、謹遵辦理。已於拾伍、
財務與實施計畫中，編
列經費納入生物性調
查項目。 

四、謹遵辦理。 
 
 
五、本計畫以保育為主要目

標，並將環境教育納入
計畫目標，陽管處並已
納入例行計畫中配合
執行環境教育。 

 
一、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二十
八）建議事項。 

 
 
 
 
 
 
 
 
二、 － 

 
三、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十五）
建議事項。 

 
四、 － 

 
 
五、 同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補充事項（二十
六）建議事項。 

臺北市工務局： 
可助提供相關巡查機制運作方
式，供規劃參考。 

 
謝謝委員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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