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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雙鯉湖位於金門縣金寧鄉西北側，南山及北山二聚落之間，湖區面

積約 7公頃，早期與慈湖為相連之大海灣，後因軍事需求築堤而成近封

閉之水域。 

 
圖 1-1整體計畫位置圖 1 

 
圖 1-2整體計畫位置圖 2 

雙鯉湖位置 

雙鯉湖位置 

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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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雙鯉湖航空照片圖 1 

 

圖 1-4雙鯉湖航空照片圖 2 

 

雙鯉湖範圍 

雙鯉湖範圍 

北山 
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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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雙鯉湖與慈湖原是相連的大海灣，可供船舶停棲，民國 42 年時，

因為軍事戰略及民生農漁需求，由國軍沿北山村連接關帝廟直達南山村，

利用塊石及泥土以人工土法堆砌一道長堤，形成一座內湖，因位於「雙

鯉古地」關帝廟之前方，遂命名為「雙鯉湖」。 

而後於民國 58 年，同樣在軍事及經濟雙重需求考量下，從外海的

烏沙頭到湖下的岬角，以花崗石堆砌一道長五百餘公尺寬十餘公尺的長

堤，將整個海灣變成一座面積達三百五十餘公頃的湖泊-慈湖。 

雙鯉湖與慈湖先後完工，由天然海港轉變為人工湖泊，並發揮水產

養殖功能，帶給當地漁民不少獲益，但後來水產養殖產業日益沒落，許

多魚塭無人經營而任其荒廢，卻吸引了不少的水鳥前來覓食，加上鄰近

區域林木茂密，於是逐漸形成了眾多鳥類棲息地。 

民國 84 年金門國家公園正式成立，將雙鯉湖與慈湖兩湖區列入範

圍，並採不同使用性質的景觀保存策略，使得該區的生物得以受到有效

保護。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並於民國 89 年在湖畔建置完成「雙鯉濕地

自然中心」，以介紹金門地區的自然資源為主，地下樓層設計有強化玻

璃觀景窗，可觀賞雙鯉湖水面與水下的自然生態，並可沿著湖畔步道進

行實地的生態觀察。 

  
     圖 2-1雙鯉濕地自然中心         圖 2-2雙鯉湖湖畔步道   

雙鯉湖附近區域有南山、北山及林厝等傳統聚落，以及雙鯉古地關

帝廟、保靈殿、北山風獅爺、水尾塔等重要人文景觀，且鄰近古寧國小，

對於發展人文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極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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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於雙鯉湖淤積狀況日益嚴重，威脅諸多水棲生物的生存，尤其

近兩年來金門地區乾旱缺水，造成部分湖底乾涸見底，僅存的水域則是

優養化問題嚴重，大大影響眾多湖區內的生物棲息。 

  
     圖 2-3雙鯉湖旁的雙鯉古地關帝廟 圖 2-4雙鯉湖旁的水尾塔   

  
     圖 2-5雙鯉湖底乾涸見底         圖 2-6湖底缺水而亡的生物   

（二）生態環境現況  

雙鯉湖及附近濕地由一連串的淡鹹水池塘、養殖池構成，同時也具

備旱田、灌叢、樹林等環境，交錯形成多元生態系統。池沼附近水草豐

美、水生植物、藻類繁盛，魚蝦鮮腴，岸邊樹木林立，提供了良好的覓

食和隱蔽環境。 

計畫基地及鄰近區域的植物資源主要有木麻黃、樟樹、潺槁樹、大

葉合歡、相思樹、朴樹、苦楝、黃槿、月橘、刺花椒、小葉桑等。動物

資源有水獺及大白鷺、中白鷺、小白鷺、蒼鷺、黃小鷺、夜鷺、唐白鷺、

翠鳥、斑翡翠、蒼翡翠、黑頭翡翠、紅冠水雞、白冠雞、鸕鶿、小鷿鷉、

赤頸鴨、花嘴鴨、羅文鴨、琵嘴鴨、青足鷸、高蹺鴴、鵟、黑翅鳶、鶺

鴒、黃尾鴝、褐翅鴉鵑、斑頸鳩、鷦鶯、黑臉鵐、喜鵲、伯勞等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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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水獺在本區之棲息狀況，依據國家公園學報「2011-2015 年金

門雙鯉濕地及陽明湖水庫歐亞水獺監測結果之比較」論文所述，雙鯉濕

地自然中心旁水池鄰近雙鯉湖及慈湖國家級重要濕地，該區曾記錄過歐

亞水獺排遺，民眾亦曾多次目擊歐亞水獺的活動(莊西進等 2012)，屬於

歐亞水獺出沒較為穩定之區域，並推測雙鯉濕地自然中心涵洞為連結雙

鯉湖及周遭湖泊重要之生物廊道，惟近年來人為活動趨繁及環境劣化，

可能影響該區歐亞水獺活動。 

  

     圖 2-7雙鯉湖周邊穩定棲息的水獺 圖 2-8雙鯉湖周邊棲息有斑翡翠   

（三）水質環境現況  

雙鯉湖因缺乏水源補充，加上鄰近聚落之部分汙廢水溢流入湖中，

造成水中營養鹽不斷累積，水質呈現優養化狀態，雖然國家公園於 101

年度起已陸續完成北山及南山聚落的污水家戶接管，已解決污廢水流入

湖中的問題，但是近期金門久旱未雨，水域範圍不斷縮小，僅存的部分

水域中滋生大量藻類，水色呈欖綠色，優養化情況嚴重，亟待進行水質

淨化處理，以確保生物棲息環境健康，並維護水域周邊環境之安全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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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9雙鯉湖水質呈優養化狀況   圖 2-10雙鯉湖中滋生大量藻類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說明生態檢核辦理情形，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預計併於規劃設計委託案中辦理相關生態檢核作業。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說明召開工作說明會、公聽會、工作坊等公民參與情形，

並檢附相關會議紀錄、照片等佐證資料) 

有關雙鯉湖之乾涸與淤積狀況，自在地居民、地方政府至中央相關

部會皆十分關注此事。 

109/3/11 召開之金寧鄉民代表會第十二屆第六次臨時會中所通過 12

項提案中之第七案由代表李琳瑯提案「促請協助雙鯉湖浚深，以提升蓄

水功能及有利辦理端午節龍舟競技活動。」(參附錄 1-1) 

109/05/06 金寧鄉民代表會下鄉考察鄉務建設，代表們在金寧鄉長楊

忠俊等人陪同下瞭解基層建設現況；實地勘查古寧頭雙鯉湖內湖乾涸情

形，代表李琳瑯、村長李開陣提議配合旱季水域工程施工較方便，希望

相關單位能提出浚深相關計畫，金管處主任陳世軍也到場會勘，同意將

建議函轉金管處研處後續作業事項。(參附錄 1-2) 

109/11/9召開之金寧鄉民代表會第十二屆第四次定期大會中所通過 8

項提案中之第六案內容：李琳瑯提案，連署人：莊振源主席、黃文欣代

表，案由：促請協助古寧雙鯉湖清淤與浚深工作，以提供村民及遊客優

質之休憩場所。說明：該案於今年年初內政部部長訪金時，允諾清理古

寧雙鯉湖清淤浚深及清淤工作。目前雙鯉湖內湖清淤浚深工作進行中，

然雙鯉湖之清淤浚深工作實屬高難度工程，目前正值低水位期，建請相

關單位盡速研議雙鯉湖清淤浚深工作，以提供村民及遊客優質之休憩場

所。(參附錄 1-3) 

109/12/11 金門日報標題「縣府力爭旱災補助 蘇揆要求各部會積極協

助」之報導中描述「…因應久旱不雨對地區水資源運用的衝擊，縣長楊

鎮浯指示縣府團隊積極爭取中央補助金門地區水資源開發與農塘浚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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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計 1.2 億。相關提案於 9 日在行政院召開的「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第

16 次會議」中，獲行政院長蘇貞昌高度重視，並裁示經濟部、農委會與

內政部等相關部會，應積極協助金門縣旱災期間所提的研擬改善方案。

另會中蘇院長也針對離島交通船運補貼一案，指示航港局應就離島縣個

別差異情形詳細了解，並給予補助。…」(參附錄 1-4) 

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金門縣議員李養生服務處為古寧

村村民建議雙鯉湖浚深事宜辦理會勘，會勘結論如下： 

1.雙鯉潮的浚深，已經幾十年沒有清淤，趁缺水乾旱時候，盡速解決

這問題，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2.雙鯉湖的石板橋中間部分，有每年划龍舟競賽的水道需求，應再挖

開。 

3.浚深工作問題主要是土方和經費，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原編列預算，

但被砍掉了。 

4.土方問題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可以媒合解決，但經費需各方來協調

爭取，必要時也請洪申翰立法委員來幫忙。 

此次會勘結論亦透過立法委員洪申翰國會辦公室轉請內政部營建署

妥處本案(參附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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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110年 3月 5日縣議員李養生服務處與村民會勘雙鯉湖 

（三）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 金門地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案第一次現勘 

時間：110年 4月 19日（星期一）下午 4時 00分 

 

2. 金門地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案初審會議 

時間：110年 4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時 00分 

3.110年 5月 12日 金門縣長、議長率縣府及議會主管赴現場了解雙鯉湖

浚深工程，並期待中央給予經費支持本案。 

4.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報案件南區共學營 

時間：110年 5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 

會議記錄參附錄 3 

5.「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金門縣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審查及

評分會議 

時間：110年 6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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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參附錄 2 

四、 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雙鯉湖因近年長期乾旱及降雨量不足，且因泥沙經年累月沉積湖底，

進而逐漸加劇雙鯉湖淤積陸化，同時因水質優養化問題嚴重，大大影響眾

多湖區內的生物棲息與生態景觀，以及環境品質與安全衛生，故本計畫執

行之目的為改善前述之問題，並期望達成增加湖區整體蓄水量、改善水質

優養化狀況，以及營造優質生態與生活環境之願景目標。 

本計畫擬執行內容如下: 

1.雙鯉湖區底泥清除及浚深改善 

2.建置水質改善淨化系統設施 

3.動物廊道及微棲地改善 

4.湖區疏濬範圍內之週邊環境整理維護 

5.水域中既有生物移置及外來種移除作業 

6.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另本案之辦理原則如下: 

1.雙鯉湖中生長諸多水生植物，每年植株枯萎留下之有機質沉積於湖底，進

而逐漸加劇湖區淤積陸化程度，影響環境生態景觀。適逢近年長期乾旱

降雨量不足，致部分區域湖水乾涸，大量魚類死亡腐臭，造成居民困擾；

考量雨季及水鳥棲息季節習性，疏浚工程擬採分期(標)階段性施作(半半

施工)，以乾涸池區優先施作，為提供水鳥棲地，維持生態多樣性，泥砂

疏浚宜有深有淺。  

2.為持續監測該區域自然生態系統，以維持生物多樣性，如各類鳥類分別性

喜棲息於淺水、淺灘或一定深度水域，規劃前預先釐清目標復育族群特

性，有效營造適當之鳥類及其他生物棲息活動環境，爰工程辦理前、執

行中及完成後持續監測該區域動植物生態資源，提供工程執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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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案件名稱：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 

表 4-1 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

會 

雙鯉湖水

環境改善

計畫 

1 

案件名稱： 

雙鯉湖水環境

改善計畫 

1.雙鯉湖區底泥清除及浚

深改善 

2.建置水質改善淨化系統

設施 

3.動物廊道及微棲地改善 

4.湖區疏濬範圍內之週邊

環境整理維護 

5.既有水域中生物移置及

外來種移除作業 

6.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內政部

營建署/

環保署 

    

    

    
(表格依實需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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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初步規劃構想如圖 4-1所示，相關設計說明如

後。 

 

圖 4-1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初步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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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區底泥清除及周邊環境整理維護 

本次底泥清除及浚深之平均深度為 50 公分，並考量不同類群水鳥棲息

而有深淺之變化，如圖 4-2 所示，但須避免浚挖過深而擾動底層鹽分。浚深

作業時須一併清除整理水岸周邊之垃圾雜物，惟須確實保留既有水岸之植

生，如圖 4-3 所示，以提供生物之棲息利用。所清除之底泥土方將提供做為

公共工程綠美化客土之用。 

因應豐枯水期之水位變化，水域浚深擬採多階式設計，故在不同水位

高程時，仍可同時呈現淺灘（水深約 20公分，上有裸露灘地）與深水區（水

深約 1 米以上）之環境，以有利於各類型水鳥棲息活動，即使於枯水期，

仍能保留局部水域，以提供魚類及底棲生物利用。水岸邊坡採緩坡設計，

其坡度之高寬比小於 1/6，可有利於多數生物棲息活動。另為考量遊客之安

全，擬於岸邊設置救生圈及告示牌誌等設施，以提升湖區安全品質。 

此外，底泥清除及浚深作業前，需將水域中既有之魚類、蝦蟹類等生

物妥善移置他處暫置，待浚深作業完成後，再視情況評估移回雙鯉湖水域，

另如巴西龜等外來種生物則宜予移除。 

 
圖 4-2雙鯉湖區底泥清除及浚深改善示意圖 

 
圖 4-3既有水岸植生保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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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質自然淨化處理系統 

設置人工溼地或植栽礫石濾床等自然淨化處理系統（圖 4-4、4-5），透

過物理性、化學性及生物性之作用，有效降低湖水中污染物濃度，以確保

生物棲息環境健康，並維護水域周邊環境之安全衛生。 

 

 

圖 4-4人工溼地自然處理系統示意圖 

 

圖 4-5植栽礫石濾床自然處理系統示意圖  

（Brix，1987） 

根區效應示意 

進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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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物廊道改善 

雙鯉湖之內、中、外湖間，以及與外部池塘之連通水路與水閘設施，

需考量友善野生動物暢通的廊道，在發揮調節溢流功能同時，亦可便於水

獺等生物通行。 

 

圖 4-6動物廊道改善示意參考案例照片 

4. 土坵棲地環境改善與維護 

雙鯉湖是翠鳥、蒼翡翠及斑翡翠等重要活動棲地，應維護土坵以利翠

鳥挖洞營巢。維護改善方式為利用現地既有高程較高之砂質土坵進行整理，

營造出無植栽覆蓋之裸露垂直開挖面，坡面坡度約為 80～90°，並需定期清

除覆蓋坡面之植栽，如圖 4-7 所示。 

 

圖 4-7土坵棲地環境改善與維護示意參考案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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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整體計畫總經費 12,000 千元整（含工程費、規劃設計監造費、生態檢

核服務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工程管理費等），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第三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9,360 千元、地方分擔

款：2,640 千元)。(備註：本計畫經費不得用於機關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二）分項案件經費： 

表 5-1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總工程經費表 

項

次 

分項案

件名稱 

對應

部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工程費小計

(B)=Σ(b) 
總計 

(A)+(B) 
規劃設計費

(A) 工程費(b) 工程費(b) 工程費(b)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1 

雙鯉湖

水環境

改善計

畫 

內政

部營

建署

/環

保署 

720 203   8,640 2,437   8,640 2,437 9,360 2,640 

2 ○○  
  

          

3 ○○  
  

          

4 ○○  
  

          

 …  
  

          

小計  720 203   8,640 2,437   8,640 2,437 9,360 2,640 

總計  720 203   8,640 2,437   8,640 2,437 9,360 2,640 

備註： 

1.本計畫水環境改善分項案件之「工程費」，已內含工程監造費用。 

2.計畫經費明細請參閱表 5-2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概算表 

3.規劃設計費(A)包含生態檢核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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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本計畫經費分析說明如表 5-2 

表 5-2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概算表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

一 直接工程費

(一)
雙鯉湖區底泥清除及浚深改善(面積約7公

頃，平均浚深約50cm)
m3    35,000 170 5,950,000

(二) 建置水質改善淨化系統設施 式             1 1,850,000 1,850,000

(三) 動物廊道及微棲地改善 式             1 600,000 600,000

(四) 湖區疏濬範圍內之週邊環境整理維護 式             1 250,000 250,000

(五) 水域中既有生物移置及外來種移除作業 式             1 180,000 180,000

(六) 其他雜項費用 式             1 142,600 142,600

直接工程費小計(A) 8,972,600 DP

二 間接工程費

(一)

保險費（營造工程財產損失險、營造綜合

保險第3人意外責任險、營造(安裝工程)綜

合保險附加僱主意外責任險）

式             1 26,918 26,918 DP*0.3%

(二) 包商工地管理及利潤 式             1 717,808 717,808 DP*8%

(三)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用 式             1 35,890 35,890 DP*0.4%

(四) 環保清潔費 式             1 17,945 17,945 DP*0.2%

(五) 工程品管費 式             1 53,836 53,836 DP*0.6%

間接工程費小計(B) 852,397

(A)+(B)合計 9,824,997 FB

(六) 稅捐(C) 式             1 491,250 491,250 5%

發包工程費合計(A+B+C) 10,316,247

參 空氣汙染防治費 式             1 25,123 25,123 DP*0.28%

肆 委託設計監造服務費 式             1 1,004,808 1,004,808

伍 生態檢核服務費 式             1 360,000 360,000

陸 工程管理費 式             1 293,822 293,822 約3%

總計畫費用 12,000,000

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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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計畫期程： 

本計畫工作執行期程如表 5-3 

表 5-3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期程表 

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期程 

執 行 項 目 
110年 111年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計畫送審 
                  

                  

計畫修正核定 
                  

                  

規劃設計(含生態檢

核)招標階段 

                  

                  

工程規劃設計 
                  

                  

工程招標階段 
                  

                  

工程施工及監造 
                  

                  

生態檢核作業 
                  

                  

工程驗收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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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可行性 

(一)工程可行性: 

本計畫工程主要工項為淤泥清除及建置水質淨化系統等，相關工程

技術單純且有諸多案例可參考，故具工程可行性。 

(二)財務可行性: 

本計畫工程經費不高，除仰賴中央單位補助外，地方政府可分擔部

分經費，故具財務可行性。 

(三)土地使用可行性: 

本計畫範圍之用地多為公有土地，部分私有土地亦皆能取得地主之

使用同意書，故具土地使用可行性。 

(四)環境影響可行性: 

本計畫工程之施作目的為增進雙鯉湖之水深與容量，以及淨化水質

與提升周邊環境品質和環境教育功能，因此對於環境具有正面之影

響，且於各階段皆搭配生態檢核作業，確保生態環境不致遭受衝擊

破壞，故本計畫深具環境影響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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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請說明提案分項案件預期成果及效益，例如：生態、景觀、水質改善程度、環境改

善面積(公頃)、觀光人口數、產業發展…等相關質化、量化敘述。 

1. 配合湖體清淤、浚深及環境整理，提升湖體的蓄水功能，以達永續發展

目標。 

2.改善湖庫水質，保障水棲生物健康與安全，提升水域周邊之環境衛生。 

3.營造友善生物的廊道及微棲地環境，提供多樣性生物棲息利用，以達到

整體生態保育與復育。 

4.建構優質景觀，改善既有湖庫環境品質及友善遊客的自然賞景、賞鳥、

環境教育及休憩設施，保育生態景觀資源，並有利於南北山之觀光遊憩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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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營運管理計畫 

本計畫工程完竣後即進入維護管理階段，並將編列維護管理經費委由專

業廠商依據維護管理計畫進行相關作業，初步維護管理計畫如下： 

(一)經常性維護管理作業 

經常性維護管理作業包括生物管理、淤泥管理、機電設備維護、設施

管理、監測作業等。 

1.生物管理： 

(1)為避免過度干擾溼地生態系統，植栽收割作業每年以 1-2次為原則。 

(2)病媒蚊管理：針對開放水域定期清理漂浮物和垃圾，避免阻塞水流

導致流速減緩，以減少蚊子滋生的機會。 

(3)強勢外來種生物移除：如福壽螺、泰國鱧等強勢物種，應即時撈補

移除。 

2.淤泥管理 

大量淤泥滯留在溼地內會造成陸域化、短流化、惡臭產生、自然

淨化能力的降低、禽流感的威脅等，因此需擬定清淤計畫，原則上視

湖底淤積狀況以每 5-10年清理一次，惟進行前應先將溼地內受影響之

既有水生動植物移出暫置，待清淤完成後再行移入。 

3.設施管理 

每月定期檢視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維護道路等鋪面、以及解說

牌、指示牌、抽水幫浦、座椅等環境教育及服務性設施等有無損毀情

形，並即時通知廠商處理改善。 

4.監測作業 

長期監測與資料整合分析，有助於作為操作維護與管理的根據。

基本的監測項目包含水文、水質、設施物及生物等項目。 

 (二)中長程經營管理與住民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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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中、長期經營管理工作，在策略上可將一般例行性的操作維

護工作，以及生物棲地環境的管理維護與監測工作區分開執行，一般例

行性的操作維護與監測工作委託專業廠商負責執行，而生物棲地環境的

管理維護與監測工作則可委由民間保育團體協助執行。 

生物棲地環境的管理維護與監測工作可結合住民參與方式，擴大連

結社區組織，組成經營管理團隊，擬訂維護管理規範，使其具有明確之

管理辦法與執行依據，並廣招社區居民參與志工服務；以及舉辦環境教

育志工培訓課程，結合周邊各級學校共同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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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附錄 

附錄 1：公民參與辦理情形相關資料 

附錄 2：「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金門縣整體計畫工作

計畫書審查及評分會議意見回覆表 

附錄 3：「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報案件南區共學營

會議討論意見回覆表 

 

  



- 26 - 

附錄 1：公民參與辦理情形相關資料 

1. 109/3/11金寧鄉民代表會提案浚深雙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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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05/06金寧鄉民代表會實地勘察雙鯉湖淤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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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11/9金寧鄉民代表會提案盡速進行雙鯉湖清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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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9/12/11金門日報「縣府力爭旱災補助 蘇揆要求各部會積極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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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0年 3月 5日縣議員李養生服務處辦理雙鯉湖浚深會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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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都會公園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雙鯉湖水環境

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工程期程 111年 1月至 111年 8月(預計)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金門縣金寧鄉 古寧頭 

座標：24.477656309448424, 

 118.31027205644912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12,000(預計) 

所在分區 □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工程目的 

為改善雙鯉湖淤積陸化及水質優養化問題，並期望達成增加湖區整體蓄水量、改

善水質狀況，以及營造優質生態與生活環境。 

工程類型 

□交通設施（步道、橋樑吊橋、隧道、停車場、收費站）；□住宿設施（山莊、

山屋、避難小屋、露營區）；■防災設施（停機坪、通訊、救難、防火、水土保

持、生態保育設施）；□服務設施（管理處、管理站、遊客中心、訓練中心、餐

飲中心）；□牌示設施（解說、意象、指示、警告、禁止牌示）；□遊憩設施（休

憩平臺、涼亭、桌椅、廣場區、露天劇場、戶外活動區、賞鳥亭、溫泉設施；海

水浴場、遊艇碼頭、泊靠設施）；□衛生設施（公廁、污水處理設施）；□其他                                         

工程概要 

1.雙鯉湖區底泥清除及浚深改善 

2.建置水質改善淨化系統設施 

3.動物廊道及微棲地改善 

4.湖區疏濬範圍內之週邊環境整理維護 

5.水域中既有生物移置及外來種移除作業 

6.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預期效益 

1.配合湖體清淤、浚深及環境整理，提升湖體蓄水功能，以達永續發展目標。 

2.改善湖庫水質，保障水棲生物健康與安全，提升水域周邊之環境衛生。 

3.營造友善生物的廊道及微棲地環境，提供多樣性生物棲息利用，以達到整體生

態保育與復育。 

4.建構優質景觀，改善既有湖庫環境品質及友善遊客的自然賞景、賞鳥、環境教

育及休憩設施，保育生態景觀資源，並有利於南北山之觀光遊憩產業發展。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1.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1.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

區、國家重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段 關注物種及重

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2.   ■是  周邊埤塘、濕地有保育類動物水獺。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布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3.   ■是  埤塘、濕地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1.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

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4.   ■是  保留既有水岸之植生，以提供生物之棲息利用；底泥

清除及浚深作業前，需將水域中既有之魚類、蝦蟹類等生物妥

善移置他處暫置，待浚深作業完成後，再視情況評估移回。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5.   ■是  計畫費用包含生態檢核調查費用。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6.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7.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附錄 2：「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金門縣整體計畫工作計畫

書審查及評分會議意見回覆表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28日 

貳、地點：第八河川局 

參、主持人：蔡局長宗憲 

肆、審查意見： 

 (一) 詹明勇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1. 2021/5/13 在六河局之共學營建議檢討 7 公頃約

5.0 萬立方米疏浚棄土的處理，沒有確定的回應

(該土方可能無法用於公共工程的填土)。 

本次疏浚平均深度為 50cm，主要為多年沉積之淤

泥，故推測其含鹽量低，大部分仍可做為公共工程

綠美化客土之用；另依據在地民意代表多次表示，

將盡力協助協調多餘土方之去處。 

2.ppt p.13 請補充完工後水源要如何取得? 
雙鯉湖目前之水源多為鄰近地表逕流之雨排水注

入，完工後之水源取得建議可加入地下水或中水等

水源，以維持旱季時之基本水量。 

3.ppt p.23 請說明設置水質淨化的量體有多大，未

來要處理的汙水性質和汙水量?淨化目標值為

何? 

本案水質淨化設施目前僅為初步構想，相關設施之

量體、未來要處理的汙水性質和汙水量、淨化目標

值等，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提出。 

4.ppt p.27 底泥處理通常用 m3 計價，請重列，若

挖除底泥為 5.0 萬立方米，此單價是否可行，請

再評估。 

已修改底泥處理之單位為 m3，另本次疏浚面積約 7

公頃，浚深之平均深度為 50cm，估計挖除底泥量為

3.5萬立方米，依當地清淤工程行情 150-200元/立

方米(含運棄)，則土方費用約為 525 萬~700 萬之

間，本計畫編列之該項目預算尚符合此費用。 

5.ppt p.27 水質淨化占總工程費用 20%以上，請補

列細項，並在計畫書中詳細說明。 
本案水質淨化設施目前僅為初步構想，相關細項將

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提出。 

(二) 溫清光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1. 汙泥浚渫後做公共美化環境之客土用，浚渫量和

去處應有明確的說明。 
本次疏浚面積約 7 公頃，浚深之平均深度為 50cm，

估計棄土量為 3.5 萬立方米，因含鹽量低，大部分

土方可做為鄰近區域公共工程綠美化客土之用，在

地民意代表亦表示將盡力協助協調多餘土方之去

處。 

2. 水質環境現況只有文字說明，沒有實際水質調

查，可否補列? 
本案目前僅為初步之提案規劃，相關之水質及環境

調查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進行。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3. 水質淨化系統的建置占總費用主要部分，報告只

做理論性的說明，沒有明確的設計，請補充。 
本案水質淨化設施目前僅為初步構想，相關設施之

設計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提出。 

(三) 張坤城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1. 於南區共學營已提供部分意見，樂見縣府團隊已

多數納入計畫書內。 
感謝委員肯定。 

2. 未檢附生態檢核評估表，亦未見相關生態檢核調

查資料。 
本案目前僅為初步之提案規劃，已先蒐集彙整相關

生態調查資料，並將於後續階段進行生態檢核調查

作業。 

3. 湖池清淤濬深工作請衡量現有水生生物、底棲生

物及依賴水域棲息之關注物種，避免於施工時造

成干擾或減輕衝擊。 

遵照辦理，並將於後續生態檢核及規劃設計階段

時，充分納入評估與因應，以減輕施工時所造成之

衝擊影響。 

4. 過去金門前批次的提案曾發生將原有生態豐富

之河渠強勢改為三面光的工程，無論如何未來請

縣府能負起監督責任，在執行上注重當地生態保

護的議題。 

感謝委員提醒，後續規劃設計及工程執行階段將會

特別注重當地生態保護的議題。 

5. 新增植栽請以金門在地特色植物為優先原則，建

議可從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的「金門植物

誌」中，選用符合喬木、灌木、濱水植物及水生

植物等生態棲位的原生種。 

遵照辦理，並將於後續規劃設計時，選用符合生態

棲位之原生種喬木、灌木、濱水植物及水生植物等。 

6. 請補充未來維護管理之規劃。 
已於計畫書之第九項(p.23~24)中述明未來維護管理

之初步規劃。 

(四) 翁義聰委員意見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1.湖區疏濬 7 公頃改變水深，請考慮改採半半施

工，以減輕影響黑面琵鷺覓食或棲息。 
遵照辦理，並將於後續規劃設計及施工時，特別註

明採取半半施工，以減輕對生物之影響。 

2. P19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概算表中： 

(1)建置水質改善淨化系統設施，因有古寧頭水資源

回收中心一案，建議減作量體。 

(2)進行動物廊道及微棲地改善，建議再尋適當地點

增加 1至 2處。 

(1)因地方民意對於雙鯉湖有風水之考量，故古寧頭

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放流水現階段較難做為雙鯉湖

之補助水，後續將與地方持續溝通。 

(2)遵照辦理，並將於後續規劃設計時要求尋覓適當

地點增設 1 至 2 處動物廊道。 

3.請從現況資料或文獻中篩選關注物種，物種名、

篩選原因、目前概約數量、族群狀況；以做未來

施工期間及營運維管時的參考(隨文附上關注物

種文獻一篇) 

感謝委員提供寶貴資料，因本案目前僅為初步之提

案規劃，將於後續生態檢核及規劃設計階段時，進

行關注物種之篩選分析與因應作業。 

  

 



 

 (五) 水利署意見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1.「雙鯉湖水環境改善計畫」案，為避免施工擾動

影響，相關底泥清除及浚深改善部分建議減量或

半半施工方式辦理 

遵照辦理，並將於後續規劃設計及施工時，特別註

明採取半半施工，以避免施工擾動影響。 

2.另本案採設置人工溼地或植栽礫石濾床等自然淨

化設施以改善水質，相關效益性應補充加強說

明。 

本案水質自然淨化設施目前僅為初步構想，相關設

施系統與效益性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提出。 

 (六) 環保署意見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1.本案規劃係以提升蓄水功能為主要目標，直接工

程項目主要為湖區底泥清除及浚深改善(平均浚

深 50 公分，經費需求 539 萬，占直接工程經費

逾 60%)，建議對應部會改列經濟部水利署。 

感謝建議，此部分將再予以妥適考量。 

2.相較一般水質自然淨化處理系統係藉由截取、淨

化進流污水以達削減污染/營養鹽之目的。惟因

本案無穩定進流水源（簡報 P.4、第 13點意見與

回覆），湖區水流常為停滯狀況，本案縣府規畫

直接於湖區範圍設置水質自然淨化設施，此舉是

否可有水質淨化功效及改善雙鯉湖優養化問

題？建議審慎評估並詳予說明水質改善設施用

地現況、設施面積、處理水量及預期水質改善效

益等內容。 

本案水質自然淨化設施目前僅為初步構想，有關水

質改善設施用地現況、設施面積、處理水量及預期

水質改善效益等內容，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提出。 

3.承上，經費分析表「建置水質改善淨化系統設施」

僅羅列 1 式、計 235 萬元(占直接工程經費逾

26%)，未見預算編列依據及實質規畫內容。 

本案水質自然淨化設施目前尚為初步構想，實質規

畫內容及預算細項編列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提

出。 

(七)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意見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1.P.15「底泥清除及浚深作業前，需將水域中既有

之魚類、蝦蟹類等生物妥善移置他處暫置，待浚

深作業完成後，再視情況評估移回雙鯉湖水域，

另如巴西龜等外來種生物則宜予移除」乙節，請

問雙鯉湖目前有哪些魚蝦蟹類？移置時採用何

種方式捕捉？移置是否會避開本土物種之繁殖

季？所指之移置他處為何處？浚深作業完成後

移回之評估原則為何？請說明。 

本案目前僅為初步之提案規劃，已先蒐集彙整相關

生態調查資料，有關委員所提之問題，將於後續生

態檢核作業及規劃設計時，充分納入調查與評估。 

 

  



 

附錄 3：「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五批次提報案件南區共學營會議

討論意見回覆表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13日 

貳、地點：第六河川局 

參、主持人：陳局長建成(陳簡任正工程司代理)        

肆、討論意見： 

討論意見 答覆說明 

(一) 優點︰ 

1. 與慈湖相連，有雙鯉古地。 

2. 以人文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之發展。 

3. 考慮生態有關水獺外亦重視卷羽鵜鶘、白額

雁、黑面琵鷺及白琵鷺等珍稀水鳥在此棲息，

且有注意翠鳥、蒼翡翠及斑翡翠等鳥類之棲

息。 

4. 可增加滯洪效果且可清除現存之污泥，可改善

水質。 

5. 本案由淨化水質並營造棲地環境為出發點，符

合前瞻水環境改善的目的。 

感謝委員肯定。 

(二) 建議改善事項︰ 

1. 經濟部前於 110 年 2 月 26 日召開「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第十三次複評及考核小組作業會

議，決議啟動第五批次提案評核程序，並以(1)

水質優先改善案件、(2)前各批次已核規劃設計

費並完成規劃設計作業，尚餘工程未完成辦理

案件者、(3)前各批次核定案件因加強公民參

與、生態檢核等作業致未能於 109 年 12 月底前

發生權責之取消辦理案件等三項原則為該批次

提案條件。本次縣市政府提案是否符合上開要

件請再檢視；如屬新興水環境改善個案，請研

議將其納入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內，整體性評估辦理必要性，及檢視是否符合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推動精神後，再於後

續批次提報爭取辦理。本次共學營與會專家學

者所提意見，建議可納入後續水環境改善整體

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時參酌。 

 

感謝與會專家學者所提意見，並將妥為納入後續水

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時參酌。 

2. 計畫推動願景應加強，並應強化欲展現水環境

亮點為何。 

本計畫主要為配合湖體清淤、浚深及環境整理，提

升湖體的蓄水功能，以達永續發展目標，並改善湖

庫水質，保障水棲生物健康與安全，提升水域周邊

之環境衛生，以及營造友善生物的廊道及微棲地環

境，提供多樣性生物棲息利用，以達到整體生態保

育與復育。 



 

討論意見 答覆說明 

3. 提案偏重區域型案件，較欠缺整體性考量，建

議應盤點既有資源及需求，研議計畫整體願景

性。 

本計畫已初步盤點既有環境資源及地方需求，計畫

之執行除可提升湖體之蓄水功能、淨化水質、營造

友善生物棲地環境，同時亦能建構優質景觀，改善

既有湖庫環境品質及友善遊客的自然賞景、賞鳥、

環境教育及休憩設施，保育生態景觀資源，並有利

於南北山之觀光遊憩產業發展。 

4. 提案機關請修正為金門縣政府。 已修改。 

5. 改善水質優養化，其淨化系統設施以何方式。 本計畫水質淨化系統設施擬採人工溼地或植栽礫

石濾床等自然淨化處理系統，並將於後續規劃設計

階段依據實際水質狀況及環境條件進行評估確認。 

6. 湖區疏濬 7 公頃約 540 萬，如何疏濬及土方去

處。 

本案湖區之疏濬擬採分區執行，先針對已乾涸區進

行浚挖，完成浚深並將水導入後，再進行另一區之

浚深。疏濬之土方將提供做為公共工程綠美化客土

之用。 

7. 水域中既有生物移置及外來種如何移除? 水域中既有生物移置及外來種之移除擬由專業人

員採人工撈捕方式進行，並加以妥善處置。 

8. 施工中避免干擾原有之生態。 將於後續規劃設計及施工過程中加強要求辦理，以

避免干擾原有之生態。 

9. 湖床高低層次所在的位置應就各類水鳥停棲狀

況分別採不同之濬深且應考慮底層鹽分問題。 

已於設計說明中敘明考量不同類群水鳥棲息而有

深淺之變化，並避免浚挖過深而擾動底層鹽分。 

10. 救生圈設備(增加)。 已補充於設計說明中。 

11. 以濕地規劃為原則，減少水泥設施，有關生物

棲地營造等人工設施是否需要請考慮。 

本案將盡可能減少水泥設施，另有關生物棲地營造

則多為配合現地條件，以土石堆疊或植物栽種的方

式呈現，以有助於生物之棲息利用。 

12. 本案施作前請先評估施工擾動原有的濕地對生

態環境的影響。 

將於後續規劃設計及施工過程中加強要求辦理，以

降低施工擾動對原有濕地生態環境的影響。 

13. 規劃設計請考量後續維護管理的問題及水源是

否穩定。 

本計畫已提出後續維護管理之初步構想，另有關水

源問題將再與地方研議增加進流水源之可行性。 

14. (ppt,P14)「準濕地」在進行人工整地的過程中，

務請注意既有生態棲地、物種的影響程度，切

勿創造新棲地的過程中，扼殺了已形成平衡的

生態系統。 

將於後續規劃設計及施工過程中加強要求辦理，以

避免過度影響既有已形成平衡的生態系統。 

15. (ppt,P17)7 公頃，50cm 土方挖除後的處理請先

行考量其堆置場域或去化的方式。 

本計畫所清除之底泥土方將提供做為公共工程綠

美化客土之用。 

16. (ppt,P17)「既有之魚類…暫置」請參考其他規

劃案之經驗，避免暫置後生物不適而死亡。 

將於後續規劃設計及施工過程中加強要求辦理，以

確保暫置後生物之存續。 

17. (ppt,P22)生物移置及外來種移除之經費編列 10

萬是否合宜，再評估。 

生物移置及外來種移除之經費編列已適度提高，詳

經費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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