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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臺中市石虎保育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7月15日(星期一)上午10時 

貮、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9樓導覽簡報室 

參、主持人： 賴主任委員淑惠(張副主任委員敬昌代)                  紀錄：王凱毅 

肆、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113年3月27日本府已公告本市石虎熱區，依據本市石虎自治條例第6條

規定：「本府各級機關單位興辦公共工程之開發面積為1公頃以上或新闢、

拓寬道路長度為1,000公尺以上且位於本市石虎熱區者，應於規劃初期及施

工階段向臺中市石虎保育委員會諮詢，採取對環境友善之工法。」符合上

開條件之工程，依照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工作小組運作原則第5點規定，請

本府各機關應於規劃初期及施工階段邀請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委員2名出席

生態檢核說明會現地或書面諮詢，再提送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諮詢書件，經

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再送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備查。 

決    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113年6月18日本市南屯區發生石虎路殺案，為113年第1件石虎路殺案，

地點為南屯區筏子東街2段道路，死亡石虎為雄性亞成體，經依標準程序將

動物屍體送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該所測量解剖，重量為2,486公克，

死時尚未進食，初步研判為路殺死亡。本府農業局已於6月26日邀集2位本

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委員、本府建設局、本府交通局、本市南屯區公所、經

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臺中分署現勘，現勘委員表示筏子溪中下游段都有石虎活動，如有

相關工程請聯繫台灣石虎保育協會進行了解溝通，並請本市動物保護防疫

處協助誘捕移置遊蕩犬隻。 

        筏子溪為本市石虎利用重點熱區，位於石虎熱區之工程(開發1公頃以

上或新闢拓寬道路1,000公尺以上等)，應向本委員會諮詢，未達規定規模

之工程，仍建議向本會委員諮詢，以適時適地採取友善動物之工法。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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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請相關機關於烏溪與筏子溪主流或支流相關工程時，雖未達本

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規定工程規模(緊急處理、檢修、搶險之工程

不在此限)，仍建議向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委員諮詢。 

二、筏子溪流域範圍告示牌內容研議修改禁止餵食遊蕩犬貓及野生動

物等文字表示，後續請本府農業局研議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納

入重要熱區修訂禁止餵食規範。 

三、本府各機關在烏溪或筏子溪流域若有相關工程或小型清淤工程，

請主動通知保育團體參與會勘。 

四、請本府農業局研議石虎路殺通報獎勵機制。 

五、請本府農業局提供「貓與石虎」辨識圖卡等資料予本府環境保護

局宣導。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12年第1次石虎保育委員會會議決議，參考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2023年石虎保育行動計畫」暫定為本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

在113年第1次石虎保育委員會報告，各機關執行情形已有初步推

動保育石虎成效。 

二、依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訂定本市石虎保育計畫

至少每3年通盤檢討1次，經委託國立嘉義大學劉建男副教授擬定

「臺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草案)，並召集2次專家會議彙整專

業可行之保育行動及措施，續召開本府各機關研商會議研議而成，

提報委員會討論，俾利保育計畫之訂定。 

三、「臺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草案)通過後，請各機關研議每年

KPI 內容。 

四、檢附「臺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草案)1份（附件1）。 

決    議：  

一、本案通過「臺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草案)，由本府農業局彙

整各委員及機關建議並修正內容，於下次會議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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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畫」通過後，文到1個月內請各機關填寫

KPI，由本府農業局彙整、列管並提報下次會議討論。 

 

案由二：本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草案於113年3月5日由本委員會會議進行第1次討論，經各委員

建議已增加流程圖 SOP、路殺風險分級等內容修正，故提報委員

會討論，檢附「臺中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草案)

修正版本1份(附件2)。 

二、 依據本會委員建議，參考交通部公路局「道路路殺風險分級和處

理準則」，利用石虎路殺點位的密集程度將石虎路殺嚴重程度分

級，並利用其他食肉目動物的路殺資料，評估出潛在發生石虎路

殺路段。 

決    議： 

一、本案修正通過「本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草案)，

本草案第4條(三)2.：「該路段後續若有相關道路工程應執行生態檢

核…」，文字內容”應”修正為”建議”，後續依序上網公告。 

二、石虎宣導布條及告示牌由本府農業局研議規範，統一格式、材料、

顏色及內容等。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12時20分) 

分 級 定    義 備   註

第一級
2年內2公里內發生過2起以上

路殺事件之路段

石虎路殺高風險路段，應立即進行改善

措施

第二級
2年內曾發生過石虎路殺地點

延伸區域路段
建議前後延伸500公尺進行評估

第三級
利用其他食肉目動物路殺資

料預測出熱區路段

潛在可能發生石虎路殺風險路段，加強

調查和資料收集，若有相關拓寬或改善

計畫，評估道路友善措施納入設計施工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局「道路路殺風險分級和處理準則」



 

4 

 

委員及各機關單位意見： 

 

陳委員美汀 

1.由6月18日石虎路殺案件發現，路殺通報1999，再由1999通報至環保局過程中，

會有誤判石虎或貓的問題，因而導致延誤甚至遺漏路殺石虎個體的拾獲，建議

提供1999和環保局清潔隊和外包單位等處理單位有關石虎和貓辨識的課程，或

提供辨識文宣給1999，清潔隊和外包單位，提高石虎路殺個體的辨識準確度。 

2.由於筏子溪的遊蕩犬貓問題嚴重，針對遊蕩犬貓禁餵的法源依據，目前僅有

廢棄物清理法可循，但對於禁餵問題作用不大，建議由石虎保育委員會提案於

石虎重要熱區禁餵遊蕩犬貓的自治條例。 

3.筏子溪雖然經過荒野協會等公私立單位合作淨溪，但垃圾問題仍然嚴重，建

議環保局加強筏子溪兩側社區居民的環保觀念，不要將垃圾丟到筏子溪，以及

如何改善周邊居民配合正確丟垃圾的相關措施。 

 

蔡委員美珍 

1.車禍造成的環境清理是委外廠商處理，日後若需要進一步辨識是否為石虎，

會請石虎協會幫忙認定，而訓練人員辨識貓或石虎，請農業局給予指導。 

2.在策略保護行動 D1減少石虎棲地農藥、滅鼠藥之實名制使用，滅鼠藥在一般

的賣場、藥局都可購買，是屬於一般環境衛生用藥，建議取消實名制的方式，

滅鼠藥採購之後，上面都會加註不可使用於農地的警語。 

3.民眾亂丟垃圾的部分，在石虎熱區會加裝監視器並做必要的裁罰，宣導部分

會配合辦理。 

4.發放滅鼠藥的部分，會每年盤點並滾動式調整購買，每年的發放數量是不足

的，因為現在幾乎只剩本局再發放。 

 

劉委員建男 

1.建議研議通報獎勵機制，使民眾更願意通報以搶救石虎。 

2.石虎的解說教育或者是宣導活動，因為不同局處有自己的業務，會有不同的

面相或不同的對象所辦理的解說活動，不應全由農業單位主辦，建議各局處在

各自權責下需要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下，可邀請相關學者、NGO 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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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單位的文字內容建議，會進行修正。 

 

林委員文隆 

1.筏子溪為石虎重要活動棲地，建議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與臺中市政府

水利局在未來河道整理、疏濬、疏伐等重要工程，先提供相關計畫期程以利提

因應對策。 

2.筏子溪有設立告示牌，內容為禁止餵養野生動物，但原始提供的內容為禁止

飼養野生動物與流浪動物，後據悉是因禁止餵食流浪動物並無法源。建議發揮

臺中市石虎自治條例的專業性列入該重要告示，以友善臺中市石虎棲地。 

 

林委員良恭 

1.有關餵食犬貓之禁止法令，建議可於臺中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第8條內加入…

得訂定”石虎保護相關工作”…此字眼。 

2.有關設置宣導布條，建議相關布條內容應有統一製式圖樣及文字。 

3.行動計畫於 A-2第二項措施有關公共工程案件，生態檢核作業請加入”維管”階

段。 

4.有關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中，第三級風險執行由工程單位參考路

殺社之食肉目動物路殺資料進行預測，該資料應由一個單位進行公布，讓工程

單位參考。 

 

廖委員健堯 

1.有相關工程會跟石虎協會先做溝通。 

2.有時會有影響生命財產安全的緊急或應急清淤工程，比較不建議強制性的要

求向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諮詢。 

 

劉委員威廷 

1.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有一個筏子溪環境教育平台，第三河川分署各科

科長均有參加，無論相關工程、小型景觀維護等，都會邀請或知會保育團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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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討論。建議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即使有些比較小型的清淤，或許就正好是石虎

媽媽帶著小石虎在那活動，就會受到影響，希望能通知保育團體，或許能提供

一些好的建議。 

2.筏子溪有多個團體投入長期淨溪，但垃圾清不完，應加強宣導教育和監督查

核。 

3.環境保護局可加強相關人員的犬貓與石虎辨識訓練，以減少石虎屍體誤判為

貓的狀況。 

 

劉委員姵君 

        保育行動 J-1提升石虎的保育觀念裡針對中小學教師辦理種子教師訓練班，

建議把”訓練班”改成”研習課程”。 

 

徐委員守全 

1.保育行動 A2對應單位建議納入地政局，也是一個很大的開發單位。 

2.保育行動 B1裡，可加入未達一定規模工程需向本市石虎保育委員會諮詢，不

一定要納到本市石虎保育自治條例。 

3.保育行動 J1建議由主管機關來辦理相關的教育訓練，然後邀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參與。 

4.「臺中市石虎道路路殺保育措施處理流程」之第一級狀況發生時，…相關道

路工程應執行生態檢核…，這與許多法規衝突。 

 

倪委員世齡 

        媒合企業支持石虎保育工作之對應局處不應只是本府經濟發展局，因為不

同企業對應很多局處。 

 

許委員昭琮 

        保育行動 E1措施之石虎熱區重要溪流水岸周邊設置「當心動物」標誌，建

請加入道路2字，變成…溪流水岸周邊”道路”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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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委員保樑(林妍岑代) 

大型活動不只是觀光旅遊局辦理，會牽涉到各局處的活動， 建請修改文字內

容。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 

1.目前的機制，有相關工程都會邀請 NGO 團體，包含石虎協會，有在地資源小

組會議，都會討論生態的維護。 

2. 一直以來河川區域都有定期在做垃圾撿拾。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農業部動保司有建議要設立告示牌的話，可用”請勿任意餵食動物”，因為

動物就包含了所有動物，就不用再區分遊蕩犬隻及野生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