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鯨豚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內 容 現 行 內 容 修正說明 頁碼 

一、基礎培訓課程 

鯨豚觀察員基礎培訓課程應包含室內課程訓練及海上實務課程，總

訓練時數至少應達 18小時(附錄 3)，課程綱要如下： 

(一) 室內課程訓練：室內課程至少 10小時，內容須至少包含「離

岸風電與鯨豚觀察員制度的發展」、「鯨豚觀察員制度作業手冊介

紹」、「鯨豚觀察員工作執行相關法規」、「海洋中人為噪音來

源」、「打樁工程與減輕措施」、「水下噪音對海洋動物生理與生

態的影響」、「台灣鯨豚種類與特徵」、「鯨豚觀察裝備與技巧」、

「表單填寫及通報」、「鯨豚觀察員作業標準程序」及「海上工作

與安全規範」。 

(二) 海上實務課程：海上實習與實務操作訓練，含岸上說明與海

上操作課程等，至少 8小時，內容應包含海上安全規定、海上觀

測操作演練、表單記錄與目擊通報等。此外，為顧及學員於海上

實務課程之授課品質與學習成效，每次海上觀測操作演練，師生

比應以 1:5為佳，並不得高於 1:8。 

 

 

一、基礎培訓課程 

鯨豚觀察員基礎培訓課程應包含室內課程訓練及海上實習演練，總

訓練時數至少應達 18小時(附錄 3)，課程綱要如下： 

(一) 室內課程訓練：室內課程至少 10 小時，內容須至少包含「背

景知識」、「海洋中的人為噪音」、「水下噪音對海洋動物的影響」、

「相關法規指南」、「打樁工程與減輕措施」、「鯨豚觀察員簡介

與職責」、「鯨豚觀測技巧」、「海洋哺乳動物(鯨豚)介紹」、「鯨

豚觀察員作業標準程序」、「表單紀錄填寫」及「海上安全」。 

 

 

(二) 海上實習訓練：觀察員課程於海上實習操作至少 8小時，內

容包含海上安全規定、海上觀測操作演練、表單記錄與目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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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二）申請培訓課程審核 

1. 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應於訓練課程開辦 1個月前提出培訓課

程計畫書(1式 5份，中文或中英文對照)，由海保署於收件後２

週內召集國內專家學者協助審查，經審查核可後回函核定。 

2. 審查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位到場說明，

審查項目如下：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二）申請培訓課程審核 

1. 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應於訓練課程開辦 1個月前提出培訓課

程計畫書(1式 5份)，由海保署於收件後２週內召集國內專家學

者協助審查，經審查核可後回函核定。 

2. 審查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必要時得邀請申請單位到場說明，

審查項目如下： 

(1) 授課師資專長與經歷。 

(2) 課程規劃與實習安排。 

(3) 教材內容與教具設備。 

(4) 招生規則及結業標準。 

3. 培訓課程計畫審查重點： 

(1) 課程規劃應符合課程綱要規定之時數及內容科目，授課師資

應具備對應之海洋生態、海洋哺乳動物、鯨豚觀察員、水下噪音

及風場施工之實務工作或學經歷。 

(2) 實習安排含練習項目、流程時間安排、所使用場域、船舶種

類及器具等。 

(3) 教材內容包含簡報、手冊、出版品、教具、儀器等資料、授

課語言及測驗方法(考核方式與合格標準)，內容應連結台灣施工

海域背景知識。 

(4) 招生規則應敘明招生方式、預定辦理場次及每場次招生人

數。 

(5) 鯨豚觀察員填寫紀錄表能力應列為必要結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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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二) 申請培訓課程審核 

3. 經審查須補正者,通知其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或補正 2次

仍未通過審查者，即駁回其申請；半年內不得再提申請課程審

查。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二) 申請培訓課程審核 

4. 經審查須補正者,通知其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變更點次，

明確規定審

核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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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三)培訓課程計畫書應具備內容： 

2. 觀察員培訓師資(含講師及助教)的專長及經歷。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三)培訓課程計畫書應具備內容： 

2.觀察員培訓師資經歷及課程助理人力配置表。 

 

明確規範審

查應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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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三) 培訓課程計畫書應具備內容 

3.課程科目與授課章節大綱、授課時數及對應講師、培訓教材、

測驗方法及合格標準。 

(1)室內測驗方法應包含學員個人的紙筆測驗。題庫和合格標

準應完整提供。 

(2)海上實務演練應詳述流程，應至少包含分組人數、助教、使

用教材和演練情境等。 

(3)室內測驗與海上實務演練皆應包含情境模擬，應至少包含：

不同打樁階段和距離目擊鯨豚的通報流程、打樁時不同暫

停時間長度的重啟流程。 

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為鯨豚觀察員工作的重要參考文

件，其判讀為重要工作流程，應納入課程和測驗。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三) 培訓課程計畫書應具備內容 

3.課程科目與授課章節大綱、授課時數及對應講師、培訓教材、

測驗方法及合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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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三）培訓課程計畫書應具備內容: 

5.鯨豚觀察員送審課程大綱及時數對照表。 

6.鯨豚觀察員培訓計畫送審書件自我檢查表。 

7.其他經海保署指定之文件。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三）培訓課程計畫書應具備內容: 

 

5.鯨豚觀察員培訓計畫送審書件自我檢查表。  

6.其他經海保署指定之文件。 

新 增 第 5

點；現行第 5

點及第 6 點

點次配合遞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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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五）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查核 

2.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應於人員培訓後 7 日內，將參訓學員及完

訓學員名冊送海保署備查。完訓學員名冊須包含完整個人資訊及

聯絡資料。(附表 4)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五）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查核 

2.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應於人員培訓後 7 日內，將參訓學員及

完訓學員名冊送海保署備查。 

增訂內容。 p.4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五）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查核 

3. 海保署於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辦理培訓期間，得派本署人員或

受委託之民間機構(需出示職員證或授權書等證明文件)於現場查

核培訓情形，培訓單位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室內課程及實習

課程之台灣鯨豚觀察員培訓情形查核表如附表 5、附表 6。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五）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查核 

3. 海保署於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辦理培訓期間，得派員於現場

查核培訓情形，培訓單位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室內課程及

實習課程之台灣鯨豚觀察員培訓情形查核表如附表 3、附表 4。 

明確規定及

變更附表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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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五）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查核 

6.培訓機構應全程監督學員培訓狀況。若經查證學員有下列行為，

包含曠課、頂替、造假、作弊，或於上課中喧鬧、飲酒，而培訓

單位未善盡督導責任，逕行給予合格許可，則除撤銷該學員合格

許可，5年內亦不得擔任鯨豚觀察員，且培訓機構於 2年內不得再

提出開課申請。 

二、培訓機構管理事項 

（五）鯨豚觀察員培訓機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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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1.提交「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 

開發單位於海域進行施工前，應於施工前 1 個月提出「鯨豚觀察員

監測措施計畫書」(附錄 4)送海保署備查，副本檢送經濟部及環保

署。「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應符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及書件內容。計畫書至少包含封面、計畫總表、打樁清單、鯨豚觀

察員打樁期間作業流程(註 1)、水下噪音監測位置、鯨豚觀察員位

置、被動聲學監測位置、觀察員人員(含被動聲學監測人員) (註 2)

名單、觀察員船舶名單、觀察員資格證明等。 

註 1：本手冊所提供之範例為單樁基礎(monopile)參考流程，開發單

位應考量風機基礎型式施工方式及環境影響評估之減輕措施要求，

規劃和呈現實際作業流程，如涉及環評承諾內容變更，則須依據環

評法第 16 條相關規定辦理，並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 

註 2：若環境影響評估書未承諾配置被動聲學監測人員則免，惟仍

須於「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之「被動聲學監測員總數」表

單註記為「未承諾」。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1.提交「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 

開發單位於海域進行施工前，應於施工前 1 個月提出「鯨豚觀察員

監測措施計畫書」(附錄 4)送海保署備查，副本檢送經濟部及環保

署。「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應符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及書件內容。計畫書至少包含封面、計畫總表、打樁清單、鯨豚觀

察員打樁期間作業流程、水下噪音監測位置、鯨豚觀察員位置、被

動聲學監測位置、觀察員人員(含*被動聲學監測人員)名單、觀察員

船舶名單、觀察員資格證明等。 

註：*若環境影響評估未承諾配置被動聲學監測人員則免，惟仍須

於「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之「被動聲學監測位置」表單

註記執行單位。 

增加及修正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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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2. 派用鯨豚觀察員準備事項 

(2)提供鯨豚觀察員的裝備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2. 派用鯨豚觀察員準備事項 

(2)提供鯨豚觀察員的裝備 

增訂內容。 p.8 



鯨豚觀察員的基本裝備包含雙筒望遠鏡、「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

畫書」、「鯨豚觀察員作業紀錄表」(附錄 5)、測量距離及方位的工

具(如測距儀或測距尺)。若有其他使用之設備(如：紅外線熱像儀、

夜視鏡、空拍機或熱氣球等)，請一併提供規格、詳實說明監測方式

及預期效果，並於「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船舶名單之［船

舶任務］欄位註明。 

鯨豚觀察員的基本裝備包含雙筒望遠鏡、「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

畫書」、「鯨豚觀察員作業紀錄表」(附錄 5)、測量距離及方位的

工具(如測距儀或測距尺)。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2. 派用鯨豚觀察員準備事項 

 (6)當海況惡劣無法確保鯨豚觀察員所在之船隻安全，或是因天候

不佳(例如起霧或蒲福風級 4 級以上)導致鯨豚觀察員難以觀測是否

有鯨豚出沒時，開發單位應考量人員安全及是否能有效觀測，如因

天候關係導致鯨豚觀察員無法進行監測，開發單位應提出有效的替

代方案及效能評估，如涉及環評承諾內容變更，則需依據環評法第

16 條相關規定辦理。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2. 派用鯨豚觀察員準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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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二)施工期作業 

開發單位應於每支/次打樁工程施工 48 小時之前，以傳真、電子郵

件或約定通訊方式初步通報環保署及海保署。並應於 24 小時前，

以傳真、電子郵件或約定通訊方式繳交「離岸風電打樁施工前通報

項目表」予海保署及環保署(附錄 6)，內容應簡述日期、各階段工

項預計執行時刻(預計工程開始/結束時間、預計打樁開始/結束時

間、觀察員進出港時間)、預期之緩啟動輸出功率上限、出勤觀察船

及人員名單(含：鯨豚觀察員、被動聲學監測員、水下噪音監測，或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二)施工期作業 

開發單位應於每支/次打樁工程施工 2 日之前，以傳真、電子郵件

或約定通訊方式通報環保署及海保署。通知內容應簡述日期、各階

段工項預計執行時刻(預計工程開始/結束時間、預計打樁開始/結束

時間、觀察員進出港時間)、出勤觀察船及鯨豚觀察員名單、海象

評估情形(附錄 6)，並副知海巡署，如打樁日期異動應至少於打樁

前 1 日告知。 

修正作業相

關規定，俾

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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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監測平台等)、海象評估情形，並副知海巡署，如打樁日期異動

應至少於打樁前 24 小時告知。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二)施工期作業 

4. 打樁前應確認鯨豚觀察員已提前就位，並依實際工程進度同

步通知觀察員開始進行打樁前監測(Pre-piling Search)、開始緩啟動

(Soft-start Piling)時間、開始全力道打樁 (Full power piling) 時間、

打樁暫停、打樁重啟及打樁結束時間。 

5.打樁前監測建議至少執行 30 分鐘，當鯨豚觀察員(或被動聲學監

測員)通報目擊鯨豚出沒於警戒區，...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二)施工期作業 

4.打樁前應確認鯨豚觀察員已提前就位進行打樁前監測(Pre-piling 

Search)。 

5.打樁前，當鯨豚觀察員(或被動聲學監測員)通報目擊鯨豚出沒於

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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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二)施工期作業 

9.開發單位應於水下基礎施工期間以約定通訊方式即時回報施工

進度（如預備打樁前通知、進行觀察、打樁開始、發現鯨豚、完成

打樁等）予海保署及環保署。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二)施工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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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三)施工後作業 

1. 開發單位應於完成每一支機組後 24 小時內，以傳真、電子郵件

或約定通訊方式將打樁摘要報告通報環保署及海保署，內容包含緩

啟動、全力道打樁期、暫停打樁紀錄、鯨豚目擊紀錄、水下噪音監

測初步結果、減輕措施執行影像資料等項目(附錄 7)。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三)施工後作業 

1. 開發單位應於完成每一支機組後 24 小時內，以傳真、電子郵件

或約定通訊方式將打樁摘要報告通報環保署及海保署，內容包含緩

啟動、全功率打樁、暫停打樁紀錄、鯨豚目擊紀錄等項目(附錄 7)。 

名詞修正及

增訂繳交項

目。 

p.10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三)施工後作業 

2. 每完成十支機組後，應於 14 天內提供環保署及海保署原始紀

錄，紀錄表單含： 

(1) 鯨豚觀察員出勤紀錄。 

(2) 船隻航行日誌、航跡紀錄。(航跡紀錄應提供可檢視特定時

間點對應船隻位置之檔案，另於打樁船/平台作業之觀察員

免此紀錄項目) 

(3) 水下噪音監測報告(中文或中英文對照)及減輕措施執行影

像紀錄。 

(4) 打樁功率紀錄。 

(5) 鯨豚觀察員原始紀錄：施工紀錄表、作業紀錄、目擊紀錄

表 

(6) 被動聲學(PAM)監測紀錄報告(中文或中英文對照)。 

 3. 全部施工完成後一個月內向海保署提送結果報告(中文或中英

文對照)，並副本通知環保署。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三)施工後作業 

2. 每完成十支機組後，應於 14 天內提供環保署及海保署原始紀

錄，紀錄表單含： 

(1) 鯨豚觀察員出勤紀錄。 

(2) 船隻航行日誌、航跡紀錄。(於打樁船/平台作業之觀察員

免此紀錄項目) 

(3) 噪音監測報告。 

(4) 打樁功率紀錄。 

(5) 鯨豚觀察員原始紀錄：施工紀錄表、作業紀錄、目擊紀錄

表 

(6) 水下聲學紀錄。 

3. 全部施工完成後一個月內向海保署提送結果報告，並副本通知

環保署。 

明定應繳交

資料之內容

與格式。 

p.10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三)施工後作業 

5.開發單位所提交之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附錄 4)及鯨豚觀

察員作業紀錄表(附錄 5)，海保署得於遮蔽涉及個人隱私資訊後公

開供公眾查閱。 

一、開發單位作業程序 

(三)施工後作業 

 

增訂內容。 p.11 

二、台灣鯨豚觀察員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二、台灣鯨豚觀察員作業程序 

(一)施工前作業 

增訂內容。 p.11 



2.鯨豚觀察員的裝備 

確認攜帶基本裝備包含雙筒望遠鏡、「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

書」、施工紀錄表、作業紀錄、目擊紀錄表、測量距離及方位的工

具(如測距儀或測距尺)及其他輔助監測之設備(如紅外線熱像儀、夜

視鏡等)。當鯨豚觀察員在交接工作時，應確實移交所有表單，且應

詳閱「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內容。 

2.鯨豚觀察員的裝備 

確認攜帶基本裝備包含雙筒望遠鏡、「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

書」、施工紀錄表、作業紀錄、目擊紀錄表、測量距離及方位的工

具(如測距儀或測距尺)。當鯨豚觀察員在交接工作時，應確實移交

所有表單，且應詳閱「鯨豚觀察員監測措施計畫書」內容。 

(三)施工後作業 

2.鯨豚觀察員紀錄表單應自行留存副本(影印或拍照)，以備後續主

管機關查驗。 

(三)施工後作業 

2.鯨豚觀察員紀錄表單應自行留存副本，以備後續查驗。 

增訂資料形

式。 

 

p.13 

(二)開發單位(Developer) 

本手冊所稱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行為，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者。 

(二)開發單位(Developer) 

本手冊所稱開發單位，指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從事開發行為

者。於開發行為規劃、進行及完成後之使用階段，依環境影響說明

書、評估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行，達成預防及減輕開發

行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目的者，皆可擔任開發單位；惟其他法規

對該開發行為之開發單位資格有所規範時，仍應從其規定辦理。 

修正名詞定

義。 

p.17 

(七)打樁前監測(Pre-piling Search)  

鯨豚觀察員在工程開始前的規範時間內(例如 30 分鐘)，依環評承

諾及監測措施計畫於施工區域進行監測，確認該時段內警戒區無

鯨豚出現才進行打樁。 

(七)打樁前監測(Pre-piling Search)  

鯨豚觀察員在工程開始前的規範時間內(應至少 30 分鐘)，於減緩

區內進行監測，確認該時段內無鯨豚出現才進行打樁。 

修正名詞定

義。 

p.17 



(八)緩啟動(Soft-start) 

緩啟動是打樁時，初始以較低噪音能量(如：低功率打樁)進行預警，

隨所設定之時間逐漸增加(Ramp up)到全力道打樁期(Full power 

piling)之程序。其目的為使鯨豚免於受傷之情況下，有充足時間游

離警戒區。 

(八)緩啟動(Soft-start) 

緩啟動是打樁時，初始以低功率進行打樁，隨所設定之時間逐漸

增加(Ramp up)到全功率(Full power piling)之程序。其目的為使鯨

豚免於受傷之情況下，有充足時間游離警戒區，進行起始打樁時

之緩啟動不得少於 30 分鐘。 

修正名詞定

義，規範性

質內容移至

開發單位作

業 程 序 章

節。 

p.17 

(九)全力道打樁(Full power piling/ Full operational power piling) 

於本手冊指緩啟動結束後，到停止打樁活動期間，樁錘依所規劃之

施作方式積極輸出功率之過程，其輸出功率不一定為定值，可能有

逐漸增加(Ramp up)或上下波動情形。本條目全力道非指錘樁可輸

出之最大極限功率。 

 新增名詞定

義。 

p.17 

(十)水下噪音閾值(Underwater Noise Threshold) 

開發單位在環境影響評估中所提出的減輕措施之水下噪音管制值，

通常是在打樁外特定距離處(如警戒區邊界)，水下噪音值必須低於

此量值(例如 750 公尺處水下噪音聲曝值(SEL)不得超過 160dB)。打

樁水下噪音值的測量與計算方式必須按照指定方法(如環保署

NIEA P210.21B)或國際標準(如 ISO 18406)。 

(十)水下噪音閾值(Underwater Noise Threshold) 

開發單位在環境影響評估中所提出的減輕措施之水下噪音管制值，

通常是在打樁外特定距離(如警戒區)以外，水下噪音值必須低於此

量值。打樁水下噪音值的測量與計算方式必須按照指定方法(如環

保署 NIEA P210.21B)或國際標準(如 ISO 18406)，並依據減輕措施

在打樁施工現場實施水下噪音監測作業，建議噪音閾值應至少採德

國(StUK4,2013)標準，於 750 公尺處水下噪音聲曝值(SEL)不得超

過 160dB（採單次 30 秒內平均打樁事件 SEL）。 

修正名詞定

義，規範性

質內容移至

開發單位作

業 程 序 章

節。 

p.18 

(十三 )被動聲學監測員 (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Operator, 

PAMO) 

(十二)被動聲學監測員(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Operator, 

PAMO) 
修正名詞定

義。 

p.18 

 



於本手冊僅指利用水下麥克風(Hydrophone)及被動聲學軟體於現

場即時監測鯨豚叫聲的操作人員。所選用被動聲學監測系統規格

須確保可針對鯨豚等目標物種進行偵測，並具備可即時分析判讀

功能。 

利用水下麥克風(Hydrophone)及被動聲學軟體於現場即時監測鯨

豚叫聲的操作人員。 

(十四)水下噪音監測(Underwater Noise Monitoring) 

透過聲學儀器針對水下噪音進行監測，依不同目的，應選擇相對規

格之軟體、硬體與受過專業訓練之操作人員。例如：若監測目的為

監控現場施工噪音，警示施工單位避免超過環評承諾之標準值，則

應採用即時噪音監測系統。 

 新增名詞定

義。 

p.18 



  

 

(接下頁) 

 

修正課程大

綱及課程目

標內容。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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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措施計畫–計畫總表 監測措施計畫–計畫總表  

 

增訂預計緩

啟動功率上

限並修正文

字。 

p.23 



監測措施計畫－打樁期間作業流程 

 

監測措施計畫－打樁期間作業流程 

 

範例流程及

說明修訂 

p.25 



 

 

刪除非必要

之欄位，並

增訂PAMO

能力分級欄

位。 

p.29 

 

 

刪除非必要

之欄位並增

訂船舶進出

港口、船舶

任務欄位。 

p.30 



 

 

表格填寫方

式 重 新 設

計，俾符實

需。 

p.39 



三、鯨豚觀察員異動情形(無則免填) 

 

備註：異動情形指本文件所提交之人員名單，與鯨豚觀察員監測計畫書(本文
件附錄 4)或離岸風電打樁施工前通報項目表的觀察船與人員名單(本文件附錄
6)不符合者。廠商若更動鯨豚觀察員監測計畫書，請於此處註明，俾利主管機
關進行後續查核。 

四、其他異常情形(無則免填) 

 

五、即時水下噪音監測初步結果(僅須提報偵測最大值) 

六、減輕措施執行影像樣本資料(照片數張) 

鯨豚觀察員異動情形(無則免填) 

 

 

增訂備註

欄位及應

繳交資料

規定。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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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鯨豚觀察員培訓計畫送審書件自我檢查表 

 

附表 2：鯨豚觀察員培訓計畫送審書件自我檢查表 

□申請培訓機構之登記或立案證明文件 

□觀察員培訓師資經歷及課程助理人力配置表 

□課程科目與授課章節大綱 

□授課時數及課程對應講師 

□培訓教材 

□測驗方法及合格標準 

□招生規則 

□室內課程及實習訓練場所資訊 

修正本表項

目及以表格

化 方 式 規

範。 

p.44 



 

 
新增表單。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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