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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第五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10年 7月 29日(四) 下午 2時 00分 

二、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 

三、 會議主席：林國基  開發部資深經理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件一 teams會議出席紀錄 

五、 簡報內容：如附件二會議簡報 

六、 意見及回覆說明： 

意見 回覆說明 

一、許委員榮均  
1. 請先說明當初針對打樁作業之水

下噪音環評承諾為何，以確定現

場執行方式是否符合環評承諾? 

遵照辦理。本計畫打樁作業水下噪音之環評承諾為

「….打樁期間全程採行當時已商業化且適合本場址
之減噪措施，使距離打樁半徑 750公尺處警戒區邊界
之水下噪音聲曝值不得超過 160分貝，並設置水下麥
克風進行監測。」 

目前本計畫共完成 11 座水下基礎打樁作業，打樁期
間全程採用水聲阻尼器及雙層大氣泡慕之減噪措施

後，水下麥克風在距離打樁位置 750公尺處量測到之
水下噪音平均聲曝值均控制在 160分貝以下。 

2. 有關德國水下噪音標準SEL05，目

前國內的法規並未納入不確定度

的觀念，所以提醒監測單位，須

特別注意相關監測工作應符合國

內法規及環評承諾，否則送進環

保署，一旦超過160 dB會有問題
。 

感謝委員提醒，依本計畫環評承諾「若未來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水下噪音標準檢測方法

或更嚴格之管制標準時，本計畫承諾依照最新法規

辦理。」本計畫將依環評承諾切實執行。 

現階段本計畫已參考環檢所 108年 2月公告之水下噪
音量測方法(NIEA P210.21B) 進行水下噪音量測；另
有關環評承諾距離打樁半徑 750公尺處警戒區邊界之
水下噪音聲曝值不得超過 160分貝，本計畫會確實執
行相關減噪措施，避免違反環評承諾。 

3. 是否有進行水下噪音即時監測? 本計畫打樁期間，水下噪音監測可即時監看當下水

下噪音變動值，作為打樁操作之參考依據。 

4. 當初會設定以 30秒平均作為測定
方式，因為評估現場打樁會有很

大的迴響(即第一次打樁噪音與第
二次打樁噪音重疊)，但因台灣海
峽海床多為砂質地形，實際執行

上，回響時間非常短，所以建議

未來環評承諾以單次打樁不超過

感謝委員建議，依本計畫環評承諾「若未來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水下噪音標準檢測方法

或更嚴格之管制標準時，本計畫承諾依照最新法規

辦理。」。本計畫將依環評承諾切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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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標準值，其優點為非常明確且計

算簡單，亦可降低環評監督複雜

性，實際上對現場環境影響也會

較小。 

二、徐委員啟銘  

1. 本計畫於風場內是否有監測到白

海豚? 

本計畫依環評承諾於海域施工前(108年3月至109年2
月)及海域施工期間(109年3月起迄今)每年進行風場
範圍30趟次鯨豚視覺監測，歷次監測結果風場範圍
內無中華白海豚目擊紀錄。 

僅鯨豚視覺監測船隻從布袋港出發，前往本計畫風

場進行監測途中，於布袋港、外傘頂洲南側距離間

有2次中華白海豚目擊紀錄，目擊時間分別為109年5
月及110年2月。 

三、林委員良恭  

1. 本案109年冬季鳥類調查結果，數
量及每平方公里密度均較其他季

節少，須說明清楚。 

遵照辦理，本計畫累計有5季的海上鳥類監測資料
(109年春季至110年春季)，其中109年冬季海上鳥類
監測平均密度，較當年其它季節記錄平均密度低，

係與環評期間調查結果有相同分佈趨勢，均呈現冬

季海上鳥類活動數量偏低。另其它影響原因包含有

： 

1. 本計畫依環評承諾海域施工期間每年冬季進行1次
，春、夏、秋季每月1次海上鳥類生態監測，冬季
調查頻次相較其他季別低。 

2. 109年春季及秋季記錄到成群的賽鴿，分別記錄60
隻次及16隻次，提高該季海上鳥類記錄數量之
44.4%、63.8%，以致109年冬季調查數量相較更顯
得稀少。 

未來本計畫亦將依環評承諾賡續執行環境監測工作

，並觀測海上鳥類監測數值變化趨勢。 

2. 須分析海岸鳥類與海上鳥類之差

異性。 

遵照辦理，本計畫累計有5季的鳥類生態監測資料
(109年春季至110年春季)，海岸鳥類共記錄有14目38
科109種，海上鳥類共記錄有6目10科18種。海岸鳥
類調查路線周圍環境包含魚塭、草地及樹木等，因

此記錄主要物種除水鳥外，另記錄較多雀形目及鴿

形目等棲息環境以陸地為主的留鳥；而海上鳥類主

要記錄物種多為鴴形目、鸌形目及雀形目之物種。 

海岸及海上鳥類皆有記錄到的鳥種包含有家燕、白

頭翁、野鴿、東方環頸鴴、小燕鷗、鳳頭燕鷗、裏

海燕鷗、黑腹燕鷗、紅嘴鷗、銀鷗、紅胸濱鷸、鸕

鷀及黃頭鷺等13種，多為春季及夏季記錄鴴形目之
候鳥族群。 

另僅於海岸記錄到的鳥類共96種；僅於海上記錄到
的鳥類共5種─白眉燕鷗、燕鷗、穴鳥、大水薙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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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赤腹鶇，其中穴鳥及大水薙鳥之臺灣遷徙習性屬於

海鳥，通常出現於臺灣週邊海域。 

四、郭委員建賢  

1. 簡報中海域生態部分沒有呈現成

魚的資料，做三條穿越線，但魚

類的種類其實少，我們在台子村

港跟釣客有往來，釣客常調到黑

鯛、沙梭等，可是你們的報告內

都沒有這些魚。 

另外釣客釣得到的魚，報告中都

沒有，例如黑鯛，報告中都沒有

，連魚苗跟魚卵都沒有，這邊的

資源應該不是這麼匱乏。 

謝謝委員指正，會議簡報已補充成魚監測成果如附

件二。另依本計畫團隊調查經驗及詢問雲林當地漁

民，可得知黑鯛偏好棲息在近岸海域之蚵棚、蚵架

、消波塊、海堤、河口、紅樹林等有遮蔽可躲藏之

環境；而沙鮻偏好棲息在水深10公尺內淺海域、河

口等棲息地，越往外海發現數量越少。當地漁民也

指出，風場海域內很少捕獲黑鯛及沙鮻，即使偶而

有捕獲，也是很少、很零星的個體。 

2. 另外P.22近海漁業資源有兩年是空
的，107年跟108年都沒有近海漁
業資源，為什麼這兩年都沒有收

成。 

本計畫依環評承諾每年整理分析1次漁業年報中有關

漁業經濟資料，目前漁業署最新公告年度資料(108

年)近海漁業107年產值與產量表格欄位確實是無資

料的，而108年產值產量偏低，分別為457千元、3噸

。經本計畫調查團隊實地訪查，受訪漁民認為可能

為當地捕獲漁獲大多數會在港口邊現場交易或直接

賣給餐廳業者，因而漁業統計年報所登記漁獲數遠

低於實際漁民所捕獲量。另一可能性是在107年與

108年間，設籍雲林縣動力漁船主要在其他縣市進行

漁撈作業，或是漁獲被送至其他縣市進行拍賣，以

致於漁獲大多數沒有登記在雲林縣的漁業統計年報

。 

3. P.23統計漁船數量，雲林縣有六個
漁港，這六個漁港的漁港分布到

底是做牡蠣收成還是流刺網?建議
分析哪一個漁港的漁業資源是比

較多。 

感謝委員建議，根據調查團隊實地至雲林縣漁港訪

查結果，雲林縣的漁港同時具有多個功能，包括刺

網、牡蠣養殖、採集鰻苗以及一支釣。在這些漁法

中，刺網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漁法，其它尚有在

沿岸以船撈與定置網採集鰻苗的漁業；在一支釣漁

業上，大多數一支釣都是屬於沿岸漁業，僅在離岸

很近的海域釣捕沙鮻等魚類，少數赴澎湖海域作業

。此外，當地漁民也以網具捕捉蟹類，捕蟹的方法

大多使用刺網，少數於淺水域佈放蜈蚣籠。 

此外，雲林縣各漁港都是屬於候潮港，部分漁船會

依需求輪流停泊在不同漁港，且各漁港所停泊漁船

的作業區遍及全縣海域甚至是鄰近各縣海域，因此

實際上各漁港的漁獲無法代表當地的漁業資源或漁

獲量。 

4. 簡報P.22~P.23的漁業資源，漁業
資源部分近海漁業跟沿岸漁業都

寫近海養殖跟沿岸養殖請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簡報，應為近海漁業及沿岸

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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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於夜間打樁這件事情，因為

五月底那個夜間打樁的聲音很大

，養殖戶有反應打樁噪音振動太

大造成文蛤死亡，當然有很多原

因造成文蛤死亡不能歸咎於打樁

。我看整個報告都沒有把夜間打

樁列為特殊情況，建議未來將夜

間打樁列為特殊狀況，如果真的

要夜間打樁要昭告當地居民，避

免把養殖不順利的事情歸咎於打

樁，這對工程而言是不利的條件

，當然我還是建議施工單位不要

夜間打樁，除非真的是狀況很嚴

格很無奈，不然夜間打樁應該盡

量避免。 

謝謝委員建議，依本計畫環評承諾「最晚於日落前2

小時開始新設風機打樁作業，日落前2小時後至日出

前不得啟動新設風機打樁作業。」本計畫將切實辦

理。惟海域工程受海氣象條件影響甚大，打樁開始

時間不易掌握，且水下基礎打樁作業具有必須連續

施作至安全深度的特性，無法隨時在作業過程中停

止，故在進行水下基礎作業的過程中，不免有夜間

施工的情形發生。為方便各界隨時掌握本計畫工程

進度，本計畫已創建雲林離岸風場的官方Line帳號

、QR code，以利各界關心的人士加好友、掌握進度

，此外，本公司亦在地方上派駐現場人員，以主動

告知的方式讓地方鄉親瞭解本計畫工程進度。 

另為釐清打樁作業產生之振動是否為造成文蛤死亡

原因，本計畫委託成功大學振動研究領域的專家，

在打樁前後進行養殖池池底表面(鉛垂向)之振動量測

，初步量測分析結果有打樁及沒打樁所記錄的振動

量差異不顯著，未觀察到有打樁產生的振動頻段(波

峰)，打樁對振動測量值的貢獻量並不明顯。 

五、游委員繁結   

1. 水下聲學調查結果，以YW-4相對
鯨豚之聲訊較少，因YW-4為目前
施工較頻繁地區，是否受施工影

響其洄游、覓食之空間，宜有合

理之解釋，以避免解讀之落差。 

本計畫雖於109年3月進入海域施工期間，惟前期作
業主要是在進行海底廢棄物清除作業，至11月方進
行第一支風機打樁作業，合先敘明。 

綜合海域施工前四季(108年3月~109年2月)及施工期
間四季(109年3月~110年2月)鯨豚水下聲學監測成果
，整體以靠近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範圍之YW-3量測
到的喀搭聲最多，風場中心點YW-4喀搭聲相對最少
，可推測鯨豚較偏好覓食的範圍是在近岸海域而非

風場所在的海域；另在11座風機水下基礎打樁過程
中，本計畫鯨豚觀察員以及被動聲學系統，未發現

有任何鯨豚活動情形，推測鯨豚會有暫時性迴避活

動情形，後續仍待持續監測，累積數據資料進行分

析。 

2. 第10次打樁時，因海床土層堅硬
，以全功率打樁，其振動噪音是

否超標？其減噪措施之功效如何

？（平均聲曝值已在160 dB之臨
界值？其最大聲曝值當已超過，

宜對類似地盤，採取妥當因應措

施！） 

本計畫已採用水聲阻尼器及雙層大氣泡幕之雙重減

噪措施，估計已減少20 dB以上之噪音能量。惟第10
次打樁時平均聲曝值SELss30確實已接近160 dB，目
前本計畫正在評估再增加小氣泡幕減噪措施之可行

性，估計約可再減少3 dB左右之噪音能量。 

3. 109年11月25日之環保署環境監督
查核有違規情形，何以未依環評

說明書所載內容辦理，請說明。

其後續之改善措施如何？ 

遵照辦理，本計畫第53號機組水下基礎工程於109年
11月19日進行，由於該處工程為本計畫所進行的第
一處水下基礎施工，因此施工時間較原規劃長，根

據2006年 海 事 勞 工 公 約(MARITIME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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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2006)規則2.3 - 工作和休息時間：船
員最長工作時間，在任何24小時時段內不得超過14
小時。因此，位於距離打樁位置1,500公尺預警區的2
艘觀察船，於清晨04:16出港作業並於打樁期間在預
警區範圍持續作業，由於工時的限制，於當日於

15:00及16:13分別離開觀察位置；本計畫執行單位馬
來西亞商沙布拉離岸有限公司當下指派兩艘安錨船

靠近鯨豚觀察預警範圍（距離打樁點1,500公尺）處
，並持續觀測鯨豚活動。後續本計畫已增加鯨豚觀

察人員、船之數量，以確實落實打樁期間鯨豚觀察

員監看之保護對策。 

4. 本次所呈現11支打樁之工作紀錄
，值得參採與肯定，惟部分打樁

作業日程超過2天以上，係何等因
素或作業需時較長？ 

謝謝委員肯定，本計畫進行海上打樁作業，需考量

天候、海氣象、地質條件，並規劃各項工程作業搭

配，於部分打樁過程中，曾因氣候變化、遇堅硬岩

石以及施工機具故障排除等因素，導致施工作業較

長的情形發生。 針對上述事件，本計畫已擬定鯨豚

觀察員觀測之改善計畫，以輪班的方式，確保在水

下基礎打樁作業過程中，鯨豚觀測作業確實依環評

承諾持續進行。 

六、林委員進郎  

1. 關於打樁，環評承諾日出之前和

日落之後就不能施工，為何違反

環評承諾仍繼續施作？ 

一般來說打樁前應該有事前做探

勘的動作，裡面的土質應該有確

切掌握為何還會發生土層過硬的

問題? 

本計畫依環評承諾「最晚於日落前2小時開始新設風

機打樁作業，日落前2小時後至日出前不得啟動新設

風機打樁作業」辦理，惟YUN 64原規劃於109年6月

4日日出後啟動打樁作業，並於6月3日晚間完成翻樁

等前置準備工作，但因輕度颱風「彩雲」之預測路

徑改變即將於6月5日來臨，為避免施工船暴露於風

暴之中，基於安全考量，緊急於6月3日晚間在完整

鯨豚觀察作業配置的狀況下開始打樁作業。本次輕

度颱風彩雲路徑預測變化無常，多方氣象預測失準

，本案根據6月3日已發布海陸颱風警報之情勢，遂

考量施工安全做出緊急於夜間啟動打樁作業之決定

，實為不得不為之且合理的決策，後續已受環署督

字第1101108266號裁罰。 

另本計畫每座風機位置打樁施工前均有進行鑽探調

查工作，以瞭解當地地質特性，納入本計畫風機基

礎及施工設計考量，以因應場址地質特性進行施工

規劃，惟實際執行時，仍難避免與評估仍略有落差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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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2. 水下噪音監測，是即時性還是錄

音的方式？如果分貝超過160 dB

是哪一部分要喊停？如果用錄音

的方式，由誰來進行仲裁？誰來

做一個裁判喊你們要不要停？另

外建議至少要公開打樁期間的各

項數據資料。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打樁期間水下噪音監測可即

時監看打樁當下水下噪音變動值，作為初步判斷參

考依據。主管機關環保署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

部能源局亦會依環評法職權進行監督及現地追蹤本

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承諾辦理情形。 

依海保署公告之「鯨豚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所載

內容，本計畫每完成一支機組後24小時內，提供打

樁摘要報告、每完成十支機組後，14天內提交完整

原始紀錄予環保署及海保署查核。 

3. 建議現場勘查不要在12月進行，
由於該月風浪很大，建議再修改

現勘時間。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將視天候狀況安排現勘地點

及時間。 

 

七、 決議事項： 

（一） 依據海域施工實際進度，下次會議預定於 110年 12月召開。 

（二） 下次監督事項： 

1. 海域施工環境監測計畫執行成果 

2. 海域工程施工期間環境保護對策辦理情形 

八、 散會：下午 3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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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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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UN53 109/11/19

� 14

� (1500m) 15: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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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UN80 110/02/07

3. YUN38 110/02/21

4. YUN76 11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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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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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YUN-79 110.06.12 – 110.06.13 159.17

9. YUN-42 110.06.16 159.21

10. YUN-78 110.06.20– 110.06.21 110.06.25 159.87

11. YUN-37 110.07.10 15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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