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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雄園區開發

計畫土方管理計畫第二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98.1.21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答覆說明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雄園區開發計畫土方管理計畫第二次變

更內容對照表」98.1.21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答覆說明對照表 

審  查  意  見 答  覆  說  明 
結論：  
1.本變更內容對照表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並提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議報

告。 

 

2.開發單位應依下列事項補充、修正，經

本署轉送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

關確認後納入定稿： 

 

(1)請釐清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與高

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之權責歸屬劃

分。 

說明：本次土方取土及廠內外運輸動線之環

安衛工作（包含環境監測、洗車台洗

車作業及取土相關污染防制作業工

作）均由南部科學園區負責辦理；高

雄捷運公司則遵照環說書中所載之營

建工地污染防制減輕對策負責監督取

土相關作業。 
(2)請開發單位補充過去運土之作業情形

詳加說明，並將監測資料具體呈現。

說明：1.93 年 2 月環保署核備由高雄捷運工

地借土填築高雄園區工業區低窪坵

塊,共計 78 萬立方公尺；96 年 1 月

環保署核備由高雄捷運工地借土填

築高雄園區工業區低窪坵塊,共計

60 萬立方公尺，核定借土數量共為

138 萬立方公尺。至 96 年底已完成

約 136.8 萬立方公尺。 
2.於運土期間高雄園區北嶺監測點

（離台一省道約 100 公尺）所監測

結果並無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詳

細資料請委員參酌 P5~P9 頁。 
(3)應補充土石堆置現況及南科預定填土

區位之現況。 
說明：1.土源現況－土石目前堆置於捷運北

機廠北側，臨台一省道，根據 97 年

10 月地形測量資料，土堆面積約 3.5
公頃，堆填高度約 2~5 公尺，可取

土量約 10 萬立方公尺，相關資料請

委員參酌 P10 頁圖 4。 
2.填土區現況－預定填土區為高雄園

區東區基地內之工 18 及工 20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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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答  覆  說  明 
地，面積各為 9.3 及 7.4 公頃，現況

坵塊高程較周界道路高程低約

1.0~1.5 公尺，以填土至道路面以下

0.75 公尺估算，需要填土約 10 萬

方，相關資料請委員參酌 P10 頁圖

5。 
(4)請再補充每日之運土車輛次及時段，

且不得在尖峰時段及夜間運土。 
說明：本次變更主要為高雄捷運土數量及期

間之延長，但為考量降低對運輸周邊

環境之影響，因此每日最大運土量及

運輸車次均較前二次土方變更計畫更

低；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為 2,500 方，

尖峰小時土方運輸車次為單向 17 車

次，運輸時間則承諾除早上 7:00~9:00
及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時段及

夜間 22:00~05:00 以外之其他時段（共

計每日作業時間僅 13 小時），因此對

於運輸道路無新增不利之影響。 
(5)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

其他意見。 
 

游委員繁結  
1.應補充過去運土之作業情形詳加說明，

並將監測資料具體呈現。 
說明：1.93 年 2 月環保署核備由高雄捷運工

地借土填築高雄園區工業區低窪坵

塊,共計 78 萬立方公尺；96 年 1 月

環保署核備由高雄捷運工地借土填

築高雄園區工業區低窪坵塊,共計

60 萬立方公尺，核定借土數量共為

138 萬立方公尺。至 96 年底已完成

約 136.8 萬立方公尺。 
2.於運土期間高雄園區北嶺監測點

（離台一省道約 100 公尺）所監測

結果並無對環境造成不良，詳細資

料請委員參酌 P5~P9 頁。 
2.應補充土石堆置現況及南科預定填土區

位之現況。 
說明：1.土源現況－土石目前堆置於捷運北

機廠北側，臨台一省道，根據 97 年

10 月地形測量資料，土堆面積約 3.5
公頃，堆填高度約 2~5 公尺，可取

土量約 10 萬立方公尺，相關資料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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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答  覆  說  明 
委員參酌 P10 頁圖 4。 

2.填土區現況－預定填土區為高雄園

區東區基地內之工 18 及工 20 基

地，面積各為 9.3 及 7.4 公頃，現況

坵塊高程較周界道路高程低約

1.0~1.5 公尺，以填土至道路面以下

0.75 公尺估算，需要填土約 10 萬

方，相關資料請委員參酌 P10 頁圖

5。 
3.請再補充每日之運土車輛次及時段運

土，且不得在尖峰時段及夜間。 
說明：本次變更主要為高雄捷運土數量及期

間之延長，但為考量降低對運輸周邊

環境之影響，因此每日最大運土量及

運輸車次均較前二次土方變更計畫更

低；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為 2,500 方，

尖峰小時土方運輸車次為單向 17 車

次，運輸時間則承諾除早上 7:00~9:00
及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時段及

夜間 22:00~05:00 以外之其他時段（共

計每日作業時間僅 13 小時），因此對

於運輸道路無新增不利之影響。 
李委員錦地  
宜補充運土車輛實際多部同時連續運轉對

運輸道路之交通影響(即運土輸送及背景

之影響差異。) 

說明：本次變更擬繼續接受高雄捷運土方量

約 10 萬立方公尺，總作業期程約 90
天（運輸期程約 40 天，前置及後續復

原作業約 50 天）。平均每日最大運土

量為 2500 方，每日運土 13 小時，總

車次尖峰小時單向 17 車次，評估施工

運輸尖峰期間，於高苑科技大學之合

成音量早時段為 50.4dB(A)，符合該地

區早時段「環境音量標準」

（55dB(A)），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1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估流程

評定為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合成音

量日間時段為 49.5dB(A)，符合該地區

日間時段「環境音量標準」

（60dB(A)），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1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估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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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答  覆  說  明 
評定為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合成音

量晚時段為 46.8dB(A)，符合該地區日

間時段「環境音量標準」（55dB(A)），
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2dB(A)，依噪音

影響等級評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北嶺村於運土期間之合成音量早時段

為 52.8dB(A)，符合該地區早時段「環

境音量標準」（55dB(A)），而產生噪音

增量為 0.2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

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合成音量日間時段為 52.7dB(A)，符合

該地區日間時段「環境音量標準」

（60dB(A)），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1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估流程

評定為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合成音

量晚時段為 51.2dB(A)，符合該地區日

間時段「環境音量標準」（55dB(A)），
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4dB(A)，依噪音

影響等級評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另外在振動部分，評估運

輸尖峰期間，於岡山北路附近北嶺村

環境敏感點之振動預測值與增量。參

照環保署「環境振動評估模式技術規

範」進行影響評估分析運輸振動與背

景之振動量增量為 0.5dB，其合成振動

量為 36.2dB，符合日本振動規制基準

第一種區域的要求（65dB），故預期對

運輸沿線影響輕微。 
鄭委員福田  
1.本案基於土方資源再利用原則，且過去

已如此施作多年，並未使沿線環境品質

變劣至不能接受之程度，原則同意。 

說明：謝謝委員指教。 

2. 請儘速完成此借土填土計畫 ( 每日

4,300m3 ， 一 個 月 即 可 達

129,000m3>100,000m3)。 

說明：本次變更擬繼續接受高雄捷運土方量

約 10 萬立方公尺，為考量減輕附近環

境影響，運土時間則承諾不在早上

7:00~9:00、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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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答  覆  說  明 
時段及夜間 22:00~05:00 之時段，因此

每日運土僅 13 小時；若以尖峰小時單

向 17 車次估算，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

為 2500 方，預估運土期程約至少 40
個工作天。 另加上前置作業及運土結

束後之復原作業，預估需至少 90 個工

作天，恐無法只在一個月完成，敬請

委員諒察。 
黃委員乾全  
在本次變更可能影響因子說明中，不宜僅

述對於運輸道路沿線空氣品質、噪音振動

及交通環境並無新增不利影響，請提出其

變更前後之影響差異。 

說明：針對運輸道路沿線噪音振動及交通環

境之影響差異評估，本局已另行補充

說明，請委員詳見第三章，P14~P19。

林委員鎮洋  
運輸時間「避免」於……尖峰時段，請明

確規定時段，勿模糊語。 
說明：已將本次運輸時間做如下之修正。本

次運土計畫中運輸時間之規劃，均不

在上下班尖峰時段

（AM07:00~AM09:00；PM17:00~PM19:00）

及夜間時段（PM10:00~AM:05:00）進

行。 
吳教授義林  
1.若是每日 4,300m3土方，則何以每日僅

17 車次。 
說明：原計畫中每日最大運土量及運輸車次

為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為 4,300 方，

尖峰小時土方運輸車次為單向 17 車

次，運輸時間則在早上 7:00~9:00 及晚

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時段以外之

其他時段進行運輸。 
而本次變更主要為高雄捷運土方數量

及期間之延長，但為考量降低對運輸

周邊環境之影響，因此每日最大運土

量及運輸車次均較前二次土方變更計

畫為少；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為 2,500
方，尖峰小時土方運輸車次為單向 17
車次，運輸時間則承諾除早上

7:00~9:00 及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

峰時段及夜間 22:00~05:00 以外之其

他時段（共計每日作業時間僅 13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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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答  覆  說  明 
時）。 

2.請補充說明過去之運送方式與其對環境

之影響。 
說明：自環保署核准後於 93 年 2 月起至 96

年底共運輸約 136 萬方（實方） ；土

方運輸時間均避開每日交通尖峰時間

（早上 7:00~9:00，晚間

17:00~19:00）。在土方運輸過程中並

無造成附近環境影響；以高雄園區環

境監測計畫中臨台一省道僅 100 公尺

之北嶺監測點長期監測資料來看，其

監測數據並無明顯之變化及造成對環

境不良影響。詳細資料請委員參酌

P5~P9 頁。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因旨揭兩案變更後衍生交通衝擊尚在周邊

主要道路服容量負荷內，本所審本後無意

見，惟仍請開發單位務必做好運土路線沿

線之交通維持與管制措施。 

說明：謝謝委員指教，將會遵照委員意見辦

理。 

高雄縣政府觀光交通處  
申請單位進行土石運輸前應確實做好各項

交通安全措施，運輸車輛應隨時注意交通

安全，並做好環保防污措施，避免造成運

輸沿線污染；依規定不得經禁行大貨車路

段，如有特殊需要，應專案向當地警察分

局申請審查核發臨時通行證，依申請路、

期限通行。 

說明：謝謝委員指教，將會遵照委員意見辦

理。 

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對於土方運送時，請確實執行空氣污染防

制措施，避免發生砂石逸散、行車揚塵等

污染行為。 

說明：謝謝委員指教，將會遵照委員意見辦

理。 

本署綜合計畫處  
1.請提供本案填土區域現場照片，供委

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瞭解。 
說明：謝謝委員指教，已補充填土區域現場

照片，詳見 P10 頁，圖 4 及圖 5。 
2.開發單位於「高雄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紅、橘線基本路網環境影響評估─第六次

剩餘土方運送地點及運輸路線調整變更

內容對照表」審查會議中，承諾於運土

期間，相關施工環境監測由  貴局負責

說明：謝謝委員指教，將會遵照委員意見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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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答  覆  說  明 
辦理，請將上開承諾納入修訂本中。 

3.本案與「高雄都會區大捷運系統紅、橘

線基本路網環境影響評估─第六次剩餘

土方運送地點及運輸路線調整變更內容

對照表」之責任歸屬劃分、環境監測作

業及監測地點部分，請納入修訂本中補

充說明。 

說明：本案之責任歸屬劃分在取土區及取土

區內外運輸動線之環安衛工作（包含

環境監測、洗車台洗車作業及取土相

關污染防制作業工作）均由南部科學

園區負責辦理；高雄捷運公司則遵照

環說書中所載之營建工地污染防制減

輕對策負責監督取土相關作業。 
在環境監測作業均由南部科學園區負

責執行監測。臨時性增設監測點共三

點，分述如下： 
1. 北機廠取土區附近敏感點（大寮社

區），每月進行一次空氣品質（總

懸浮微粒、懸浮微粒）及噪音振動

監測。 
2. 北機廠取土區每月進行一次營建

噪音、放流水監測。 
3. 岡山火車站每月進行一次交通噪

音、振動及交通流量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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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計畫變更緣由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雄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原係由台糖公

司規劃為「高雄縣路竹智慧型工業園區」，於民國 89 年 10 月完

成環評審查程序，並分別於民國 90 年因道路系統變更辦理第一次

差異分析及 91 年因土地使用之變更重提環境影響說明書。 

第三次環評變更差異分析係根據「台南科學工業園區路竹基

地(第二次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本」之變更事項提出說明。原

計畫之土方管理為「配合分階段分區開發達成挖填平衡相互支

援。滯洪池開挖土方與公共設施工餘土皆列入土方平衡，避免借

土或餘土外運」。但基於業者在廠房需求上不宜興建地下室，原

預估之挖填平衡無法達成，同時考量個別對外取土衝擊較大，爰

接受高雄捷運工程施工所產生之多餘土方作為園區回填土以充分

資源再利用；故於民國 92 年提送差異分析報告，並於 93 年 2 月

經環保署核備定稿，同意借土數量為 78 萬立方公尺。後續園區仍

有土方作為回填土之需求，因此爰繼續接受高雄捷運工程施工所

產生剩餘土石方；故於民國 94 年申請提送變更對照表，並於 96

年 1 月經環保署核備定稿，同意借土數量為 60 萬立方公尺。 

第四次環評變更對照表係園區製程中所使用之化學物質及溶

劑例如硫酸、硝酸、鹽酸、氫氟酸、磷酸及氯氣等進行環境影響

分析，調整酸鹼廢氣排放總量。故於民國 93 年申請提送變更對照

表，並於 93 年 9 月經環保署核備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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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環評變更差異分析係因園區用地計畫調整及廢棄物處

理方式之變更。其中「用地計畫調整」係配合進駐旗艦產業需較

大街廓土地以建構完整之生產線與廠房設施，以及配合高苑科技

大學第二校區設置出入口與緊急救難通道以及正合興公司交通需

要，因而局部調整園區土地使用配置；「廢棄物處理方式」之變

更則係為增加營運初期園區外廢棄物處理管道，以因應高雄園區

廠商之實際需求及處理彈性。上述關於高雄園區歷次辦理環境影

響評估變更之歷程詳如表 1。 

前次土方變更核定借土數量共為 138 萬立方公尺，截至 96 年

底已完成約 136.8 萬立方公尺；因園區尚有借方需求，故擬定本次

變更計畫，希望繼續接受高雄捷運施工剩餘土方，以減少剩餘土

方長途運送的環境污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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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南科高雄園區」歷次環評變更辦理情形 

項次 環評變書件 變更內容 核准日期及文號 

1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路竹基地(第
一次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

內容對照表 

增設天然氣設施用

地 

行 政 院 環 保 署

92.4.21 環署綜字第

0920027061 號函 

2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路竹基地(第
二次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調整

編定範圍案)變更內容對照表 

調整編定範圍縮減

用地 

行 政 院 環 保 署

92.7.1 環署綜字第

0920046091 號函 

3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路竹基地(第
三次變更)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

告 
土石管理計畫變更

行 政 院 環 保 署

93.2.3 環署綜字第

0930005877 號函 

4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路竹園區(第
四次變更)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

告 

調整酸鹼廢氣排放

總量 

行 政 院 環 保 署

93.9.20 環署綜字第

0930065551 號函 

5 
南部科學工業園管理局高雄園區
[1] 土方管理計畫變更內容對照

表 

土石管理計畫變更

增加自高雄捷運借

土數量 

行 政 院 環 保 署

96.1.12 環署綜字第

0960000175 號函 

6 

南部科學工業園管理局高雄園區

土地使用計畫及廢棄物處理方式

變更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第
五次變更) 

局部調整園區土地

使用配置、增加營

運初期園區外廢棄

物處理管道 

行 政 院 環 保 署

97.5.23 環署綜字第

0970033999 之 B 號

函 

註[1]：本案原開發計畫名稱「台南科學工業園區路竹基地(第二次變更)」已變更為「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理局高雄園區」，並經環保署 93.11.10 環署綜字第 0930079859 號函備查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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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計畫變更之內容 

2.1 開發環境現況 

高雄園區位於高雄縣路竹鄉、岡山鎮與永安鄉交界處，北距

路竹市區約 2 公里，南距岡山市區約 4 公里，園區南側與永安工

業區及岡山工業區相鄰，開發面積約 569.99 公頃。 

高雄園區於 93 年 2 月經環保署核備由高雄捷運工地借土填築

園區工業用地低窪坵塊，共計 78 萬立方公尺；96 年 1 月環保署核

備由高雄捷運工地借土填築工業用地低窪坵塊,共計 60 萬立方公

尺，合計共核准 138 萬立方公尺。自環保署核准後於 93 年 2 月起

至 96 年 12 月止共運輸約 136.8 萬立方公尺；在土方運輸過程中並

無造成附近環境影響。表 2 及圖 1~圖 3 為高雄園區環境監測計畫

中臨台一省道僅 100 公尺之北嶺監測點歷年空氣品質、噪音及振

動等長期監測結果，顯示並無明顯之變化及異常。 

目前取土區土石堆置於捷運北機廠北側，緊臨台一省道，根

據 97 年 10 月地形測量結果，土堆面積約 3.5 公頃，堆填高度約

2~5 公尺，可取土量約 10 萬立方公尺，現場現況詳如圖 4。預定

填土區為高雄園區東區基地內之工 18 及工 20 基地，面積各為 9.3

及 7.4 公頃，現況坵塊高程較周界道路高程低約 1.0~1.5 公尺，以

填土至道路面以下 0.75 公尺估算，需要填土約 10 萬方，現場現況

詳如圖 5。 

  



表 2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高雄園區北嶺測站於運土期間環境監測摘要表 

監測項目 

噪音（dB(A)） 振動（dB） 
監測計畫 

監測時間 
懸浮微粒 
(μg/m3) 

總懸浮微粒

(μg/m3) 
L 早 L 日 L 晚 L 夜 Lv 日 Lv 夜 

當日是 

否運土 

93.03.14 112 230 53.5 55.8 53.5 53.5 32.6 32.6 是 

93.04.02 90 229 54.7 55.7 54.7 54.7 31.8 31.8 是 

93.05.01 59 153 55.9 55.2 55.9 55.9 31.6 31.6 是 

93.06.15 79 188 53.6 55.2 53.6 53.6 32.3 32.3 是 

93.07.05 49 132 55.0 55.9 55.0 55.0 32.0 32.0 是 

96.02.12 77 180 58.8 60.4 46.9 46.7 36.1 32.5 否 

96.04.06 79 199 54.7 58.4 48.2 48.7 30.5 30.0 是 

96.07.10 26 122 56.3  57.1  52.9  54.3  30.5  30.0  否 

96.08.11 43 135 56.4  63.1  59.1  52.5  30.5  30.0  是 

96.09.13 89 219 58.5  60.3  48.1  52.2  31.8  30.0  否 

96.10.17 80 221 53.6  55.3  48.7  47.6  31.4  30.0  否 
96.11.15 63 127 53.2  58.9  54.0  49.4  30.2  30.0  否 
96.12.26 70 196 59.5  57.3  49.2  45.2  31.5  30.0  否 

資料來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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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圖 1 北嶺歷次空氣品質監測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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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圖 1 北嶺歷次空氣品質監測值變化圖(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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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圖 2 北嶺歷次環境噪音監測結果比較圖 



  
  
 

  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5

91
.0

8

93
.0

4

93
.0

6

93
.0

9

93
.1

2

94
.0

3

94
.0

6

94
.0

9

94
.1

2

95
.0

3

95
.0

6

95
.0

9

95
.1

2

96
.0

3

96
.0

6

96
.0

9

96
.1

2

97
.0

3

97
.0

6

97
.0

9

97
.1

2

dB

Lv日Lv日 ▂日本振動規制法參考值VL日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5

91
.0

8

93
.0

4

93
.0

6

93
.0

9

93
.1

2

94
.0

3

94
.0

6

94
.0

9

94
.1

2

95
.0

3

95
.0

6

95
.0

9

95
.1

2

96
.0

3

96
.0

6

96
.0

9

96
.1

2

97
.0

3

97
.0

6

97
.0

9

97
.1

2

dB

Lv夜Lv夜 ▂日本振動規制法參考值VL夜

 
資料來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圖 3 北嶺歷次環境振動監測結果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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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北機廠土堆現況照片 
 
 
 
 
 
 
 
 

（工 18 區現況） 
 
 
 
 
 
 
 
 

（工 20 區現況） 

圖 5 預定填土區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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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變更內容 

因前次變更土方計畫需土時間已屆期滿，本次變更主要係為

土方計畫內容之延續，其變更如下： 

(一) 出土時間 

本次變更需土時間預估為核准後至民國 98 年底（以實際

工期為準)。 

(二) 預估借方數量 

歷次土方變更計畫共核准土方量 138 萬立方公尺；本次

變更擬繼續接受高雄捷運土方量約 10 萬立方公尺(同意函詳

附件一)。 

(三) 填土區域 

本次變更申請需填土區域為高雄園區工 18 及工 20，如

圖 6 所示。 

(四) 運輸路線 

本次變更交通運送動線如圖 7 所示，由高雄捷運北機廠

取土區沿台一省道運送至高雄園區。 

2.3 責任劃分 

本次變更計畫涉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及高雄捷運公

司，因此在責任歸屬上劃分如下： 

一、北機廠取土區及取土區內外運輸動線環安衛工作（包含

環境監測、洗車台洗車作業及取土相關污染防制作業工

作）均由南部科學園區負責辦理。 

二、高雄捷運公司則遵照環說書中所載之營建工地污染防制

減輕對策負責監督取土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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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高雄園區需填土區域示意圖 

臺一省道 

工20及工18填土區 

臺一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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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高雄捷運土方運輸路線規劃圖 

高捷北機廠取土區 

高雄園區



第三章 

本次變更可能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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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變更可能影響因子 

原計畫中每日最大運土量及運輸車次為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

為 4,300 方，尖峰小時土方運輸車次為單向 17 車次，運輸時間則

避免於早上 7:00~9:00 及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時段之其他時

段。 

而本次變更主要為高雄捷運土數量及期間之延長，但為考量

降低對運輸周邊環境之影響，因此每日最大運土量及運輸車次均

較前二次土方變更計畫更低；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為 2,500 方，尖

峰小時土方運輸車次為單向 17 車次，運輸時間則承諾除早上

7:00~9:00 及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時段及夜間 22:00~05:00 以

外之其他時段（共計每日作業時間僅 13 小時）進行，因此對於運

輸道路無新增不利之影響，詳細評估內容如 3.1 節所示。 
 

3.1 噪音 

3.1.1 原計畫 

接受高雄捷運原本運往棄土場之廢棄土方運送至高雄園區填

土再利用，預計運送土方量約 78 萬方，總車次尖峰小時單向 17

車次，加上原環境影響說明書道路運輸尖峰小時單向 4 車次，合

計尖峰時間每小時最大量為 21 車次，評估運輸尖峰期間，於高苑

科技大學及北嶺村等二處環境敏感點之噪音預測值與增量，高苑

科技大學位於「台 1」省道旁，北嶺村距「台 1」省道約 100 公尺，

高苑科技大學噪音增量為 0.3 dB(A)，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北

嶺村噪音增量為 1.4 dB(A)，屬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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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本次變更 

本次變更擬繼續接受高雄捷運土方量約 10 萬立方公尺，總作

業期程約 90 天（運輸期程約 40 天，前置及後續復原作業約 50 天），

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為 2,500 方，運輸時間則承諾除早上 7:00~9:00

及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時段及夜間 22:00~05:00 以外之其他

時段，共計每日運土 13 小時，總車次尖峰小時單向 17 車次，評

估運輸尖峰期間，於高苑科技大學及北嶺村等二處環境敏感點之

噪音預測值與增量。依據環保署「營建工程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

範」，可利用下式預估其噪音量： 

L'eq(1 hr)=10 Log 
1

3600  [(3600-TN) 10Leq/10+TN 10Lc/10]‧ ‧

 【公式一】 

L'eq=10 Log m
1

 ∑10
)1(' hreqL  【公式二】 

L'日=10 Log 13
1

 [m×10 10
'eqL

 + (13-m)×10 10
eqL

] 【公式三】 

L△ 日=  L'日－  L 日 【公式四】 

式中： 

Leq︰施工時間背景音量平均值。 

Lc︰施工卡車於距道路邊緣一公尺處之噪音位準，為 90 

dB(A)。 

3600︰表示每小時之噪音量測數目，每隔 1 秒鐘量測一次。 

T：表示施工卡車每次通過之影響延時（Time Dela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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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表示每小時通過之施工卡車數目（輛/小時）。 

m：日間施工時間。 

13：表 L 日之時段為 07:00~20:00，共 13 小時 

13 - m：日間不施工時間。 

L 日︰道路實測之日間時段小時噪音量。 

評估施工尖峰期間，每小時通過最大車量為單向 17 輛運土卡

車之噪音預測值與增量，結果如表 3。分述如下： 

(一) 高苑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位於「台 1」省道旁 200 公尺，本案運土

期間於高苑科技大學含施工車輛之合成音量早時段為

50.4dB(A)，符合該地區早時段「環境音量標準」（55dB(A)），

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1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估流程評定

為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含施工車輛之合成音量日間時段為

49.5dB(A) ，符合該地區日間時段「環境音量標準」

（60dB(A)），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1dB(A)，依噪音影響等

級評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含施工車輛之合成

音量晚時段為 46.8dB(A)，符合該地區日間時段「環境音量標

準」（55dB(A)），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2dB(A)，依噪音影

響等級評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可忽略影響。 

(二) 北嶺村 

北嶺村距「台 1」省道約 100 公尺，本案運土期間於北

嶺村含施工車輛之合成音量早時段為 52.8dB(A)，符合該地區

早時段「環境音量標準」（55dB(A)），而產生噪音增量為

0.2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可忽略

影響；含施工車輛之合成音量日間時段為 52.7dB(A)，符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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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日間時段「環境音量標準」（60dB(A)），而產生噪音增

量為 0.1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含施工車輛之合成音量晚時段為 51.2dB(A)，符合

該地區日間時段「環境音量標準」（55dB(A)），而產生噪音

增量為 0.4dB(A)，依噪音影響等級評估流程評定為無影響或

可忽略影響。 

表 3 施工車輛交通噪音評估結果摘要表 
單位：dB(A)  

項  目 
受體 
位置 

時段 
現況環境 
背景音量 

無施工車輛

背景噪音[1]

含施工車輛

合成音量[2]

噪音增

量[3]

噪音管制

區類別

環境音

量標準 
影響等級

早 50.3 50.3 50.4 0.1 55 
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日 49.4 49.4 49.5 0.1 60 
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高苑科技
大學 

晚 46.6 46.6 46.8 0.2 

第二類管

制區內一

般地區

55 
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早 52.6 52.6 52.8 0.2 55 
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日 52.6 52.6 52.7 0.1 60 
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北嶺村 

晚 50.8 50.8 51.2 0.4 

第二類管

制區內一

般地區

55 
無影響或可

忽略影響
註 [1]：〝無施工車輛背景噪音〞係指位屬道路邊之敏感受體因道路交通量自然成長所推估

之道路交通噪音量；若預估位屬一般地區之敏感受體背景音量變化在±3dB(A)以
內，則〝無施工車輛背景噪音〞可與〝現況環境背景音量〞相同。 

[2]：〝含施工車輛合成音量〞＝〝無施工車輛背景噪音〞♁〝施工車輛交通噪音.〞。♁表示依
聲音計算原理之相加。 

[3]：〝噪音增量〞＝〝施工期間合成音量〞－〝無施工車輛背景噪音〞（〝含施工車輛合成音
量〞符合〝環境音量標準〞）；〝噪音增量〞＝〝含施工車輛合成音量〞－〝環境音量
標準〞（〝含施工車輛合成音量〞不符合〝環境音量標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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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振動 

3.2.1 原計畫 

原計畫接受高雄捷運原本運往棄土場之廢棄土方運送至高雄

園區填土再利用，預計運送土方量約 78 萬方，總車次尖峰小時單

向 17 車次，加上原環境影響說明書道路運輸尖峰小時單向 4 車

次，合計尖峰時間每小時最大量為 21 車次，原計畫並未評估振動

對運輸道路沿線敏感點的影響。 

 

3.2.2 本次變更案 

本次變更擬繼續接受高雄捷運土方量約 10 萬立方公尺，總作

業期程約 90 天（運輸期程約 40 天，前置及後續復原作業約 50 天），

平均每日最大運土量為 2,500 方，運輸時間則承諾除早上 7:00~9:00

及晚間 17:00~19:00 交通尖峰時段及夜間 22:00~05:00 以外之其他

時段，共計每日運土 13 小時，總車次尖峰小時單向 17 車次，評

估運輸尖峰期間，於岡山北路附近北嶺村環境敏感點之振動預測

值與增量。參照環保署「環境振動評估模式技術規範」進行影響

評估分析，依據其「附件四：日本建設省交通振動模式使用指南」

進行推估。其結果詳表 4 所示。 

運輸期間振動主要運輸車輛行經路線，本計畫土方運輸車輛

平均每小時約 17 車次(單向)，其運輸路徑沿線可能敏感點為北嶺

村，經評估施工期間運輸振動與背景之振動量增量為 0.5dB，其合

成振動量為 36.2dB，符合日本振動管制基準第一種區域的要求

（65dB），故預期對運輸沿線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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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施工期間運輸車輛振動模擬結果輸出摘要表 
單位：dB 

項目 
受體名稱 

現況環境

振動量 5 
施工期間背

景振動量 1

施工期間

運輸車輛

振動量 

施工期間運

輸車輛合成

振動量 2 

振動 
增量 3 

環境振動

量標準 4 

北嶺村 

（岡山北路） 
35.7 35.7 26.2 36.2 0.5 65 

註：1. 施工期間背景振動量假設與現況環境振動量相同。 
2. ”施工期間運輸車輛合成振動量”=”施工期間背景振動量” ○十 “施工期間運輸車輛振動量”。 
○十表示依振動計算原理之相加。 

3. ”振動增量”=”施工期間運輸車輛合成振動量”–“施工期間背景振動量” 
4.環境振動量標準係參考日本振動規則法施行規則。 
5.取背景補充調查振動量。 
 



第四章 

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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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測計畫 

本次變更主要為高雄捷運土數量及期間之延長，且每日最大

運土量及運輸車次均較前二次土方變更計畫更低；但為瞭解取土

及運輸過程對環境無不利之影響，因此增加臨時性監測計畫，如

下及圖 8 所示。 

一、監測點 

1.北機廠取土區附近敏感點（大寮社區） 

2.北機廠取土區 

3.岡山火車站 

二、監測項目 

1.北機廠取土區附近敏感點（大寮社區）進行總懸浮微

粒、懸浮微粒、噪音振動（L 早、L 日、L 晚、L 夜、LV 日、

LV 夜、LV10）監測。 

2.北機廠取土區進行工區放流水水質（pH、溫度、懸浮固

體、化學需氧量、生化需氧量）及營建噪音（均能音量

Leq、最大音量 Lmax）監測。 

3.岡山火車站進行交通噪音振動（L 早、L 日、L 晚、L 夜、

LV 日、LV 夜、LV10）及交通流量（交通量、車種組成）

調查。 

三、監測頻率 

每月執行一次，土方運輸工作完成後即停止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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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機廠取土區附近敏感點（大寮社區）－懸浮微粒、總懸浮微粒、噪音振動

監測 

北機廠取土區－放流水水質及營建噪音監測 

岡山火車站－交通噪音振動、交通流量調查 

 

圖 8 高雄捷運土方運輸計畫臨時性監測點設置圖 

 

高捷北機廠取土區 

高雄園區

岡山火車站 



第五章 

變更內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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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變更內容對照表 

由於前述變更之內容未涉及污染總量增加且對整體環境品質

維護相對有利，開發單位遂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六條及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研擬本變更內容

對照表(表 5)提送環保署審查。 

表 5 變更內容對照表 

比較項目 原核定計畫 本次變更 

土方計畫 1.借土時間：核准至民國 96 年底。 

2.核可借方數量：約 138 萬立方公尺。

3.實際借方數量：約 136.8 萬立方公

尺。 

1.借土時間：本次變更核准至民國

98 年底(以實際工程期程為準)。 

2.預估增加借方數量：高雄捷運土

方量 10 萬立方公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