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第六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12月 29日(三) 上午 10時 30分 

二、 地點：雲林縣四湖鄉崙北崙南聯合集會所活動中心 

     (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海清路 81號) 

三、 主席：曾葳葳  允能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開發部總監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件一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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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水下打樁超過 160 dB 
SEL時之打樁工作之調整內
容。 

遵照辦理，本計畫設有水下噪音即時監測系

統，打樁期間當水下噪音測值接近160 dB SEL
時，會即時通報打樁船，並於施工安全許可情

況下降低打樁力道，盡可能將距打樁位置750
公尺處水下噪音值控制在160 dB SEL以下。 

2. 採用如何之因應措施，以確

保未來打樁不超標？ 

除上述本計畫設有水下噪音即時監測系統，

及控制打樁力道等措施外，目前已採用水聲

阻尼器(HSD)及雙層大氣泡幕(DBBC)兩項減
噪措施，且正在評估增加小氣泡幕(SBC)或是
樁捶降噪裝置(noise reduction unit )的可行性，
以盡可能將距打樁位置750公尺處水下噪音
值控制在160 dB SEL以下。 

3. 請確認執行水下噪音之環評

承諾即時監測水下打樁噪音

，如超標時採取即時之因應

措施。 

謝謝委員指教，有關本計畫打樁作業水下噪

音量測之原環評承諾文字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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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噪音值不得超過160分貝，並設置水下麥
克風。」 

故本計畫距打樁位置750公尺處設有水下噪
音即時監測系統，以即時監看單次敲擊事件

水下噪音變動值，在施工安全許可情況下打

樁力道可配合即時監測結果做調整；同時打

樁期間全程採用水聲阻尼器及雙層大氣泡幕

兩項減噪措施。本計畫除已設置上述兩項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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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噪措施外，目前正在評估增加小氣泡幕或是

樁捶降噪裝置的可行性，以盡可能將距打樁

位置750公尺處水下噪音值控制在160 dB SEL
以下。 

二、徐委員啟銘  

1. 為何#57與#15仍僅進行至水
下基礎打樁的完成？ 

本計畫規劃設置80部風機，今年冬季海況轉
劣以前共完成15部風機水下基礎施作，其中
有13部完成風機轉接段的安裝，在其中11部已
完成風機安裝。本計畫持續視海上作業天氣

進行海上工程作業，每次辦理監督會議都將

更新本計畫最新工程進度，讓委員們瞭解。 

2. 興建過程中，目前有多少件

居民的抱怨等情事？ 

本計畫依環評承諾於日落前2小時後至日出
前不啟動新設風機打樁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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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接收到部分

民眾抱怨的情形。 

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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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掌握工程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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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民眾若有任何疑義

也都可隨時與現場人員反應。 

3. P.15，大腸桿菌群有一超標情
形，不知可有原因？僅是整

體海域環境背景值影響？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海域水質監測目前共

已累積7季執行成果，僅109年第1季位於風場
南側S5測站中層海水大腸桿菌檢測超過甲類
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其他水質檢項數值

並無明顯異常情形，且當時本計畫海域無實

質海域施工行為。 

根據環保署90年6月針對近岸休憩海域水質
監測結果大腸桿菌濃度偏高之原因說明中指

出「水中大腸桿菌群係為最常用的環境污染

生物指標，而水中大腸桿菌群檢測數據較高

時表示該處水質可能受到較高的生活污水或

溫血動物排泄物的污染。」。此外，本計畫另

於口湖鄉外海河口潟湖區於110年度進行海域
水質調查計畫，調查結果與環保署說明相互

呼應，倘逢禽畜場(雲林縣內養豬及養禽戶數
眾多)排放水排放至大排水口，大腸桿菌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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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磷測值就會有升高之情形，110年7月更於下崙
排水口採樣檢測中發現大腸桿菌高達80,000 
CFU/100ml。 

此外，箔子寮漁港至外傘頂洲區塊因泥沙淤

積嚴重，區內海水交換效果差，倘逢暴雨可能

將累積污染沖入海中進而影響鄰近海域水質

；本計畫將持續進行監測，以累積長期環境監

測資料。 

4. 請試著將各相關活動佐以照

片，確認各項活動的確實進

行。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每日施工作業施工單

位均會製作工作日誌留存，並輔以照片佐證；

監測計畫執行過程倘發現現場環境有特殊情

形或是有施工行為時，亦會於調查紀錄表中

詳實記錄。 

5. P.17，各季鳥類平均密度統計
中，109年春季1.033隻/km2，

也有109年冬季0.099隻/km2，

中間的比例超過10倍，不知
原因？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執行鳥類生態目視調

查頻率為春、夏、秋季每月1次，冬季每季1次
，冬季調查頻度較其他季節低，且候鳥通常於

春秋季成群出現。109年冬季非候鳥主要遷徙
季節，且調查頻度相較其他季節低，故監測結

果鳥類密度呈現上較其他季節少。  

三、郭委員建賢  

1. P.15，109年Q1大腸桿菌量超
標，應該述明可能的生物學

意義，可能也連動到P.20，P21
的浮游動物量，夜光蟲數量

多應該是有機污染的問題。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海域水質監測目前共

已累積7季執行成果，僅109年第1季位於風場
南側S5測站中層海水大腸桿菌檢測超過甲類
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其他水質檢項數值

並無明顯異常情形，且當時本計畫海域無實

質海域施工行為。 

本計畫另於口湖鄉外海河口潟湖區於110年
度進行海域水質調查計畫，調查結果顯示倘

逢禽畜場(雲林縣內養豬及養禽戶數眾多)排
放水排放至大排水口，大腸桿菌及總磷測值

就會有升高之情形，更於110年7月在下崙排
水口採樣檢測中發現大腸桿菌高達80,000 
CFU/100ml。此外，箔子寮漁港至外傘頂洲區
塊因泥沙淤積嚴重，導致區內海水交換效果

差，倘逢暴雨可能將累積污染沖入海中進而

影響鄰近海域水質。 

而本計畫109年及110年春季浮游生物監測結
果優勢物種均為夜光蟲，推測應是大雨過後，

周遭海域注入豐富的陸源性無機營養鹽，造

成矽藻(為夜光蟲主要食物)大量快速成長，夜
光蟲在合適的環境及豐富餌料下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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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本計畫將持續進行監測，以累積長期環境監

測資料。 

2. 底棲生物皆為附著性生物而

非沙泥底的生物，工程對沙

泥底的影響為何？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潮間帶環境除了沙泥

底之外，位於潮間帶調查點位C1及C2佈有蛇
籠護岸，C3、C5及C6有大型卵石，C4設有蚵
架，供附著性生物棲息環境多樣，故本計畫歷

次監測除記錄有好棲息於沙泥底質之蟹類物

種之外，另記錄較多螺類、藤壺及牡蠣等附著

性生物。 

有關本計畫潮間帶電纜舖設作業，海纜佈放

係由船隻透過動態定位系統，精準地由近岸

向風場方向依規劃之路徑將海纜放置於海床

上，最後再進行海纜埋設作業，施工影響範圍

甚小，且在舖設作業施工期間，本計畫依據環

評承諾為降低減少懸浮固體對海域環境影響

，於水深較淺處(約水深5m內)全程採用污染
防濁幕。 

3. 魚類資源與現地漁港(台子港
)捕獲的漁貨不同，請述明調
查方法，可能需要增加現地

漁民的訪查。 

謝謝委員指教，台子港所捕獲的漁獲與本計

畫風場範圍內魚類調查的漁獲組成雖有部分

不同，但也有部分相同，如石首科為風場海域

與台子港常見的漁獲。另向當地漁民詢問，風

場海域與台子港部分漁獲不同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1. 本計畫風場海域的魚類調查方法僅有底

刺網一種，但台子港當地的漁法有浮刺

網、底刺網、一支釣、籠具等多種漁法，

不同漁法所捕獲的魚種通常有所不同。 

2. 台子港當地所使用的刺網網具一般可長

達 1~2 海浬，較本計畫魚類調查使用網
具長度 300多公尺長達數倍，因此可預期
台子港所捕獲的漁獲、魚種會較多。 

3. 台子港當地的漁獲有許多是捕獲自風場

範圍以外，甚至是其他縣市的海域，捕撈

的海域位置不同，因此漁獲上也會有所

差異。 

4. 鯨豚資源可以參照海保署的

調查報告。 

遵照辦理。依環評承諾本計畫已於風場範圍

進行一年30趟次鯨豚視覺監測，以瞭解開發
前後對鯨豚行為之影響。後續監測結果分析

上，亦將蒐集海保署西部海域鯨豚調查資料

做綜合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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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5. 營運後風機基座可能產生聚

魚效果，將來如何管制？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依據環評承諾風場整

體營運後擇定兩部風機，每季進行一次水下

攝影監測工作，以觀測風機基座附近聚魚狀

況。 

另本計畫設有海事協調中心(MC)，可全天候
24小時待命，以確保風場鄰近範圍船隻航行
安全。倘遇任何緊急事件或發現船舶誤闖風

場情形時，MC將即時獲報，將引導船隻離開
，並持續監控至解除狀況。 

四、林委員良恭  

1. 建議有關噪音監測雖平均值

均合乎標準，但若有特別超

標的情形，應特別分析其發

生的原因。 

遵照辦理。本計畫距打樁位置750公尺處設有
水下噪音即時監測系統，以即時監看單次敲

擊事件水下噪音變動值，在施工安全許可情

形下打樁力道可配合即時監測結果做調整；

同時打樁期間全程採用水聲阻尼器及雙層大

氣泡幕兩項減噪措施。 

本計畫除已設有兩項減噪措施，目前正在評

估增加小氣泡幕或是樁捶降噪裝置的可行性

，以將距打樁位置750公尺處水下噪音值控制
在160 dB SEL以下；倘有未符標準之情形，本
計畫亦將詳細說明原因。 

2. 有關鯨豚觀察在打樁前30分
鐘確認有無活動，是否就30
分鐘之依據，說明其理由何

在？及有無持續觀察鯨豚活

動時的配套措施。 

遵照辦理，本計畫依據環承諾辦理打樁施工

期間鯨豚保護對策，打樁前30分鐘確認警戒
區(距打樁位置750公尺範圍內)內無鯨豚活動
，並在打樁期間持續以目視及水下聲學監測

系統觀測是否有鯨豚出現，倘發現鯨豚活動

本計畫將在施工安全許可條件下(如海氣象條
件、基樁灌入深度是否足夠等)即時停止打樁
。 

3. 建議未來在營運時以雷達偵

測海域鳥類飛行活動，其設

置點位應先有收集營運前部

份資料分析，再提出雷達監

測掃描位置之選定。 

遵照辦理，本計畫依環評承諾於海域施工前

(107~108年)進行鳥類雷達監測、衛星繫放調
查，海域施工期間(109年起)則有鳥類目視監
測，以充分了解營運前鳥類飛行活動情形。未

來營運期間本計畫將設置3台高效能監視設
備，以及4處自動連續監測系統觀測鳥類飛行
活動，規劃設置位置並已考量鳥類活動主要

路徑，相關資訊本計畫將於下次監督小組會

議上做詳細補充說明。 

4. 海域鳥類監測，除物種呈現

外，是否依不同季節，尤其秋

、冬時的數量狀況加以說明，

遵照辦理，有關不同季節海域鳥類各物種數

量、密度等資訊，本計畫監測報告內均有詳細

呈現，並定期於本計畫官方網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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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僅以密度來呈現，不易看出

真正鳥類活動 的密集量。 

(https://owf-yunlin.tw/eia-report/)，歷次海上鳥
類目視調查數量密度詳參附表一；下次監督

會議簡報上將更清楚呈現各季節鳥種活動數

量差異。 

本計畫目前共有7季海上鳥類目視監測結果，
以鷗科調查到8種之種類最多；單一種類密度
以109年春季調查到野鴿0.659隻/km2最大，主

要是調查期間發現成群賽鴿所致，未來如發

現屬人為活動之成群賽鴿，將排除於調查紀

錄，以免影響實際鳥類調查結果。 

五、林委員進郎  

1. 應於打樁前就所調查之地質

資料，預估打樁所需時間，並

妥當安排工程進行時間。 

謝謝委員指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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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執行時，因需考量天候、海氣象、地質條件，

並規劃各項工程作業搭配，故於先前部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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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持續妥當地安排工程

作業。 

2. 建議事前跟雲林當地漁民商

討打樁規劃，避免漁民抗爭。 

謝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依環評承諾日落前2小
時後至日出前不啟動新設風機打樁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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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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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掌握工程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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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民眾若有任何疑義

也都可隨時與現場人員反應。 

3. 近岸白海豚於打樁期間活動

音量為多少?是否該由國內
人員承接相關量測業務，以

提升方便性及公開性。 

謝謝委員指教，依本計畫歷季於白海豚重要

棲息環境範圍水下噪音監測結果，109年第三
季、第四季水下噪音量測期間恰含括風機打

樁作業時間，其監測結果顯示全頻段測值相

較其他季別並無明顯增加之情形，並由錄音

資料結果分析發現，水下噪音量測值主要來

源是受密集的船舶交通或是漁船捕撈作業所

6

https://owf-yunlin.tw/eia-report/


意見 回覆說明 

導致。 

4. 是否有漁船誤闖風場之相對

應變計畫。

本計畫設有海事協調中心(MC)，風場施工區
域亦設有海上警戒浮標並配置戒護船，可全

天候24小時待命，以確保風場範圍船隻航行
安全。倘遇任何緊急事件或發現非施工船舶

誤闖情形，MC將即時獲報，將引導船隻離開
施工範圍，並持續監控至解除狀況。 

5. 目前已有風機開始運轉，請

更新鳥類撞擊資料。

謝謝委員指教，未來營運期間本計畫將設置3
台高效能監視設備，以及4處自動連續監測系
統觀測鳥類飛行活動，規劃設置位置並已考

量鳥類活動主要路徑，相關資訊本計畫將於

下次監督小組會議上做詳細補充說明。 

六、雲林縣政府科員蔡淑玲 

1. 因應COVID-19疫情因素，允
能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離

岸風機打樁後半年時程因素

加速工程進行。惟夜間至凌

晨施工，噪音影響居民睡眠

品質(日間亦有民眾反應噪音
)，請於爾後施工注意可施工
時間及避免噪音擾民。

謝謝委員指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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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

執行時，因需考量天候、海氣象、地質條件，

並規劃各項工程作業搭配，故於部分打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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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導致施工作業較長的

情形發生。 

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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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掌握工程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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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民眾若有任何疑義

也都可隨時與現場人員反應。 

2. 請加強施工範圍內各鄉鎮在

地居民溝通及敦親睦鄰，降

低民陳情形。

謝謝委員指教，本計畫已創建與當地居民之

line群組，在每次打樁前於群組事先通知當地
居民，並且在雲林離岸風場官網(https://owf-
yunlin.tw/)上也會提前發布水下基礎打樁施工
日期與通告，以利訊息傳達，並加強與居民溝

通。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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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民眾若有任何疑義也都可隨時與

現場人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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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決議事項： 

（一） 依據海域施工實際進度，下次會議預定於 11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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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營運期間設置高效能監視設備及自動連續監測系統辦理

情形

八、 散會：下午 1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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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簽到簿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維
第六次會議

簽到簿
壹、 開會時間：民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 上午 10點 30 分
貳丶 開會地點：雲林縣國湖鄉崙北崙南聯合集會所活動中心

（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海清路 81 號）
參、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出席單位 I 簽 名
機關代 表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李處長俊興
雲林縣台西鄉公所代表

繹亢
雲林縣四湖鄉公所代表 汪土」1'L, / 

李委員培芬
林委員良恭
徐委員啟銘
郭委員建賢
許委員榮均
游委員繁結

專家學者

民間囹體、當地居民、漁民代表
雲林縣淺海養殖協會林委員進郎 1 杯遑雲林區漁會林委員傳育
雲林漁民代表林委員餘謙
雲林漁民代表吳委員昆隆
台西鄉観光文化發展協會黃委員舜瑜
雲林縣養殖發展促進會蔡委員文志
四湖鄉鄉民代表蘇委員國瓏

-16, 

、 r;,'/'







 

 

 
 
 
 
 
 
 
 
 
 
 

附件二 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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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 1,773.7 11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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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364.0 25.94 0

10 0 605.7 43.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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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A P21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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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dB

(SBC) (noise reduction unit )

N0.
average SELss30average SELss30

(dB re 1μPa2s)

1. YUN53 109.11.19 155.62

2. YUN80 110.02.07 159.24

3. YUN38 110.02.21 151.01

4. YUN76 110.03.16 154.72

5. YUN51 110.04.30-05.04 154.45

6. YUN52 110.05.28-05.29 158.15

7. YUN64 110.06.03-06.09 157.77

8. YUN79 110.06.12-06.13 159.17

9. YUN42 110.06.16 1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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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YUN37 110.07.10 155.07

12. YUN43 110.09.17-09.18 161.34

13. YUN49 110.09.21-09.22 160.79

14. YUN57 110.09.30 158.63

15. YUN45 110.10.04-05 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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