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 

「高保育價值評估報告」 

摘要 

為盤點並保護所轄管區域之珍貴高保育價值資源，本分署參照 FSC-GUI-30-

009 V1-0 (High Conservation Value Guidance for Forest Managers)並依據「08-FM-

27 高保育價值判定與保護程序書」成立高保育價值判定小組，參考國際上之保

育案例，針對管理區域內可能存在的高保育價值資源進行判定，在評估高保育價

值資源之現狀及可能面臨的風險後，提出相對應的經營管理目標、方法策略、以

及監測之方法。透過學者專家之意見提供、參考專業研究報告以及利害關係人訪

談建議，並經由本分署及獨立於本分署專家的審核，判定本轄區內所擁有的高保

育價值資源如下： 

高保育價值第一類為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管理目標主要分為兩方面：一、

保護臺灣杉、紅檜、鐵杉等天然母樹林，提供區外復育之種源；二、維護保護區

內生物多樣性及棲地環境之完整，做為長期監測場域。保護區內及附近森林曾遭

人盜獵，亦因採礦而造成植被及景觀的破壞，本區規劃配合轄管工作站偏遠巡視，

每年不定期巡護 1-2次，嚴密巡護轄區林地內有無違法情事，並宣導保護區成立

目的、未來法律限制及保護措施等；動物保育方面，主要為設置永久樣區進行監

測，以及委託專家學者詳加研究調查。 

高保育價值第二類為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水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管理目標為維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使區內的動

植物得到妥適的保護，丹大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最具代表性的動物為臺灣水鹿，

而臺灣水鹿出沒的能高—安東軍越嶺一線目前也是合歡—能高越嶺及關門國家

步道系統的主要路線。針對高山水池池畔之溼生植群的監測採用地景式的植群變

遷調查，臺灣水鹿則由自動相機監測出現值變化。水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管

理目標為保存完整原始植被環境供野生動物棲息，以及保護在東部海岸地區具代

表性的物種—臺灣海棗，達到維護臺灣本土物種多樣性的功能，水璉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依當地人為活動頻繁程度將本區劃分為人為干擾區、一般管制區及環

境敏感區三區管理，監測方式配合臺灣海棗、稀有植物的位置以及動物狩獵的巡

查。 

第四類為佐倉步道上邊坡崩塌地、舞鶴崩塌地。佐倉步道上邊坡崩塌地管理

目標為維持其穩定性，以保障下方佐倉國福社區的居民及遊客的安全，佐倉步道

上邊坡崩塌地因近年地震及颱風降雨影響，步道沿線邊坡多處發生淺層崩塌，本

分署於民國 107年度起辦理調查分析工作，以瞭解是否存在大規模潛勢滑動，主

要以傾斜管進行量測調查，監測則以定期每三個月實施，並酌以不定期之量測。

舞鶴崩塌地管理目標為維持崩塌地的穩定性，並擬定最佳治理策略，舞鶴崩塌地

於民國 104 年 11 月開始產生崩塌，往後崩塌面積持續增加，可能影響下方舞鶴

淨水廠的供水安全，監測報告指出此區可能因暴雨或地震誘發一次性的大規模崩

滑，本分署委外進行調查與監測的工作，使用航（遙）測分析、地表地質調查、

地質鑽探、折射震測及整體穩定性等方式了解崩塌地的情況，並提出後續治理的

對策。 

高保育價值第五類為 2636 保安林，此區的保護能維護東海岸山脈自然景觀

資源，並且對石梯村居民農作用水安全有保護作用。本分署依法排除濫墾濫建之

地上物並復舊造林，並請工作站與在地居民合作，每月不定期巡護 4-6次，加強

巡護保安林地上植被覆蓋完整性，以及取水口及水管等設施功能正常，以維護保

安林的涵養水源功能。 

第六類經由高保育價值判定小組確認，本分署目前無符合高保育價值第六類

之資源。未來會透過各工作站原住民族窗口與部落間互動，如有部落文化遺址相

關之新資訊，將再依照「08-FM-27高保育價值判定與保護程序書」啟動判定。 

 

 

 

 

 

 

 

 



本分署判定之高保育價值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