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保育軸帶範圍調整說明 

軸帶編號 軸帶名稱 調整內容說明 調整依據 

3 
蘭陽平原濕地暨溪

流保育軸帶 

新增羅東溪中游支流埤

塘「小埤」及其連通水道。 

依據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 112 年

研究成果，小埤地區紀錄多種珍

稀水生植物，保育類動物有柴棺

龜及台北樹蛙，具現地保育意義

及必要性，且小埤屬羅東溪水系

支流，在大水事件下，具水生植物

種子庫擴散功能，故因應調整本

軸帶範圍。 

6 
桃園平原埤塘濕地

保育軸帶 

擴大至桃園市新屋區、

楊梅區、平鎮區、龍潭

區、大溪區、八德區、

桃園區、龜山區、觀音

區、大園區、蘆竹區；

新北市鶯歌區；新竹縣

湖口鄉、新埔鎮等區域

之埤塘溼地。 

以魚塭、埤塘、低維管埤塘或魚

塭、草澤地之空間資訊，搭配近

年盤點關注物種清單、點位資料

及國家重要濕地圖資進行分析，

依據濕地及關注物種分布熱區，

參酌環境現況後調整本軸帶範

圍。 

28 
六龜甲仙淺山森林

保育軸帶 

調整劃設範圍，納入新

威森林公園、茂林蝶

谷、大津瀑布。 

依據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紫斑蝶

蝶況調查研究報告，紫斑蝶入谷

大量移入路線之一為：由六龜新

寮村、新威景觀大橋通過荖濃溪

到大津茂林遊客中心前，順著濁

口溪轉彎進入茂林，故因應調整

本軸帶範圍。 

33 
卑南溪溪流保育軸

帶 

加入卑南溪上游，並納入

新武部落、霧鹿部落、利

稻部落。 

沿卑南溪上游跨臺東縣新武、霧

鹿及利稻部落為臺灣黑熊出沒熱

點區域，亦為社區參與臺灣黑熊

保育執行良好之山村地區，故因

應調整本軸帶範圍。  

34 
臺東淺山森林保育

軸帶 

1. 加入利嘉溪（大南溪）

南溪上游之溪流範

圍。 

2. 新增霧鹿、錦屏、紅

石、延平、知本、利嘉

依跨域平台協商情形，擴大利嘉

溪流域治理及縱向廊道改善，增

加利嘉溪（大南）南溪，上游集水

區及電力發電相關關注議題；並

沿中央山脈保育廊道，由南至北，



等林道及周邊社區。 納入上游及周邊社區參與臺灣黑

熊保育執行量良好之山村地區。 

35 
大武達仁淺山森林

保育軸帶 

1. 加入達仁櫟林生態保

護區規劃範圍。 

2. 次軸含羞木範圍南移

至嘉蘭地區，範圍擴

大延伸至金崙溪、太

麻里溪流域，並將大

武溪、安朔溪出海口

一併納入。 

3. 調整金崙溪以及台坂

溪範圍，將溪流完整

納入。 

1. 依據林業保育署臺東分署

「臺灣東南區域植群生態調

查計畫」成果調查，達仁櫟林

生態保護區規劃範圍之殼斗

科森林目前調查紀錄達有 26

種，佔全國  45 種櫟族的

57.8%。內有近危 3 種、易危

3 種、瀕危 2 種。其中灰背

櫟、波緣葉櫟、加拉段柯、柳

葉柯及浸水營柯只狹限於東

南區分佈，呈現獨特生態系，

故因應調整本軸帶範圍。  

2. 經空間資訊分析，搭配近年

外來種刺軸含羞木移除(及原

生林復育)之區域、點位資料，

參酌現況後擴大調整關注範

圍。 

36 
花蓮溪溪流保育軸

帶 
新增農田(鳳林北林)區域 

花蓮溪匯流處沼澤濕地為部分候

鳥猛禽重要的覓食地，並有花蓮

公民調查種類數第二的鳥種紀錄

(僅次花蓮溪口)，是重要鳥類棲

地，故因應調整本軸帶範圍。 

39 
花東縱谷平原濕地

保育軸帶 
新增三民養殖區 

經林業保育署花蓮分署 111-113

年計畫調查，三民養殖區為花蓮

重要水雉棲地之一，故因應調整

本軸帶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