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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態群落及人類社經發展是海岸地區存在兩大相互交錯之區塊，海岸環境敏感性綜合前述兩大區塊功能之顯現，敏感度之

高低也是對此兩區塊之潛在衝擊程度。對海岸之環境保護應要有完整的事先規劃，對於海岸管理，不僅生態功能保育，以

及海岸在遭受溢油污染衝擊之自然屏障功能，都要列為優先評估及考量。本研究之目的旨在引進及應用國外已採行多年之

「環境敏感指標」及其地圖化概念，並建立設定之架構程序。環境敏感指標大致分為三大類，包括海岸分類、生物資源及

人類使用資源（或稱社經資源），其定義為一個生態系統（人類或其他生物族群組成）對海岸環境的一種同理性感受，亦

即環境之不良變化（污染、災害及人為開發等）對生態棲息環境之安全、存活及繁衍所造成嚴重衝擊與危害下之反應程度

。敏感度是相當主觀及相對性之感受，而指標相互間也存在必然的關聯性。環境敏感地圖在溢油緊急應變中是相當有效之

工具，它可提供敏感區位所在及指出適當之清理方式，避免對生態及人類環境造成太大衝擊。本研究使用地理資訊系統整

合環境敏感資源並完成查詢資料庫的基本架構，並討論環境敏感指標地圖在溢油污染清理及海岸資源管理上可擔任之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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