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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2012 年 10 月 29 日，颶風桑迪登陸，對曼哈頓東部造成極大影響。對此，紐約市（本市）

迫切需要加倍努力，以便在遭受巨大風暴時保護弱勢群體及重要基礎設施。颶風桑迪造

成大面積沿海洪災，導致居民和商戶財產、開放空間、交通、重要電力及供水與下水道

基礎設施之重大損壞，並隨後影響到醫護及其他基本服務。為了彌補此漏洞，本市正擬

議沿曼哈頓東部某些地段建造沿海防洪系統，作為東海岸韌性 (ESCR) 專案（擬議行動）

的一部分（見圖 1），並對本市基礎設施做出相關改善。擬議專案區域南起蒙哥馬利街，

向北沿海濱延伸至東 23 街（替代方案中為東 25 街），內陸段沿這些街道分佈。設計研

究區域包括部分下東城  (Lower East Side) 與東村  (East Village) 街區、史岱文森鎮 
(Stuyvesant Town) 及彼得•古柏村 (Peter Cooper Village)。在此擬議專案區域內，本市正

擬議建立一個防洪系統，遍及市內公園區及街道。本防洪系統可能包括護道組合（「橋

接護道」）、防洪牆以及改善其他基礎設施之可部署系統，以降低洪水的影響。除了為

本區域建立可靠的沿海防洪系統外，本擬議行動的目標還在於改善開放空間及加固海濱

通道，包括 John V. Lindsay 東河公園（東河公園）與史岱文森灣 (Stuyvesant Cove) 公園。 

為實施本擬議行動，本市擬與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達成撥款協議，為本擬議行

動之設計與建造提供 3.35 億美元之社區發展區塊撥款-災難恢復 (CDBG-DR) 基金撥款。

本市已獲因颶風桑迪之社區發展區塊撥款-災難恢復 (CDBG-DR) 基金撥款。按照美國住房

及城市發展部 (HUD) 之指令，款項將透過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提供給本市。 

根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聯邦法規 (CFR) 第 40 卷第 1500-1508 部分）、州環境

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及城市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CEQR) 之規定，實施本擬議行動需編

製環境影響報告書 (EIS)。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是一項聯邦法律，披露與分析由聯

邦政府機構提供資金、批准或直接施行之行動對環境的影響。根據聯邦法規 (CFR) 第 24 
卷第 58 部分（承擔 HUD 環境責任之實體環境審查程序）之規定，作為上述 CDBG-DR 
基金的受領方，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應承擔這些環境審查責任，否則轉由美國住房

及城市發展部 (HUD) 承擔。因此，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為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指定的責任實體，承擔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下的領導機構職責。由於擬議行

動還需要州批准（如許可證）， 環境影響報告書 (EIS)還必須遵守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及其實施條例（紐約市法律法規[NYCRR]第 6 卷第 617 部分）。此外，由於擬

議行動需要地方批准，並由紐約市實施，根據 1977 年第 91 號行政命令，其還需遵守城

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CEQR 法規及其後續 CEQR 修正案之規定。考慮到擬議行動很

大部分位於本市公園內，並且需要紐約市公園與康樂局 (DPR) 的批准，所以由 DPR 承擔

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與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下的主管審查機構身分。因此，

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與公園與康樂局 (DPR) 將和許多聯邦級、州級及市級的參與

及感興趣的機構展開合作，共同編製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分析本擬議行動對環境的潛

在影響。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將有助於履行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環境品質審查

法案 (SEQRA) 及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的法定義務。 

公眾定範圍乃環境審查程序的第一步。在此期間，政府機構、民選官員、社區組織、團

體和個人可對準備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草案 (DEIS) 之工作範圍草案進行審查並提供意

見。因此，本工作範圍草案（範圍草案）介紹了以下內容︰本擬議行動的目的與需要、

本擬議行動及其替代方案概述，以及用於評估擬議行動替代方案相關潛在影響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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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範圍草案中所述的擬議 DEIS 影響評估標準與方法以《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

手冊》中闡明的指南為基礎，而且在適當的情況下利用了適用的州及聯邦方針。每項 
DEIS 技術領域之擬議工作範圍會在下面的章節中進行介紹。DEIS 會對潛在的影響進行

評估與披露。 

2 擬議行動之背景 

2012 年 10 月 29 日，颶風桑迪攜熱帶風暴級巨風襲擊紐約市，由此產生的海浪和風暴潮

重創本市海岸線，造成 44 人死亡，房屋及其他建築物遭到破壞，重要基礎設施遭到嚴重

損毀。颶風的影響在曼哈頓南部、皇后區南部、布魯克林南部及史丹頓島的東部及南部

海岸尤為強烈。 

在颶風桑迪過境期間，北至曼哈頓東 42 街與南至布魯克林大橋之間的東河海濱遭到猛烈

的沿海洪水襲擊，影響約 3100 萬平方英尺的建築面積，包括住宅和商業建築、公園和重

要基礎設施（見圖 2）。風暴潮從東河洶湧而出，溢過護岸，帶來的洪水湮沒東河公園，

穿過羅斯福大道 (FDR)  (FDR Drive)，在內陸街道中流淌。報導稱，洪水在 C 大道沿路深

達 4 英尺，在內陸段內奔流至 B 大道附近，距離長約 2000 英尺。洪水損壞了建築物內的

重要機械系統，包括防火、生命安全以及加熱冷卻系統。 

颶風桑迪也嚴重破壞了本市公共基礎設施的關鍵要素，包括能源網、供水和下水道服務

設施及交通系統等。在颶風桑迪逼近紐約市時，紐約愛迪生聯合電氣公司（愛迪生聯合）

關閉了曼哈頓南部（42 街以南地區）的電網，其中包括愛迪生聯合東河發電設施，目的

是儘量減少對其設備與重要基礎設施的嚴重損害。然而，大浪損壞了東 13 街以及南街海

港 (South Street Seaport) 的變電設備，造成曼哈頓 34 街以下的許多地區在風暴過後停電

近 4 天。大浪還損壞了服務曼哈頓南部的兩台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DEP) 廢水處理設備，

包括 D 大道的水泵站（也稱為曼哈頓水泵站或 13 街水泵站），位於東 13 街及羅斯福大

道 (FDR) ；以及堅尼街 (Canal Street) 水泵站，位於堅尼街 (Canal Street) 與瓦裡克街 
(Varick Street) 交叉口附近。曼哈頓水泵站在此期間服務中斷，停工一天多，加劇混合下

水道溢流 (CSO)，排出物流入東河。洪水也影響了 7 條地下鐵隧道，包括 L 線的 14 街隧

道（BMT-Canarsie 線）。這些受損的隧道在風暴過後關閉長達一週的時間。 

桑迪過後，本市制定了重建與韌性特別計劃 (SIRR)，以分析風暴對本市建築物、基礎設

施及民眾的影響；評估氣候變化之近期（2020 年代）與長期風險（2050 年代）；概述在

全市範圍內加強韌性建設的策略。經過努力，本市於 2013 年 6 月發佈了一份報告，名為

《打造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紐約》，內容包括針對曼哈頓南部等市內五大特別容易遭受

破壞的社區重建與韌性計劃 (CRRP)。 

針對曼哈頓南部的社區重建與韌性計劃 (CRRP) 概述了應採取的具體措施，以解決建築物

與重要基礎設施之海防以及災後社區與經濟恢復問題。在對海岸的保護方面，本市以多

方面的分析為基礎，提出了具體建議。分析考慮了沿海災害的各種類型以及發生的可能

性、這些災害對建築環境與重要基礎設施的影響以及擬議措施對解決這些災害可能產生

的效力。此外，紐約市城市規劃局 (DCP) 在《城市海濱適應策略 (UWAS)》的研究中也

提出了一些海防建議。該研究發表於 2013 年 6 月，由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可持

續發展社區區域規劃撥款提供資助。UWAS 研究研析了各個區域的基本地貌，包括根據

地貌類型對本市海岸線的各沿海地段進行分類。UWAS 研究還對適用於本市海岸線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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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貌類型之海岸韌性措施進行了評估。社區重建與韌性計劃 (CRRP) 以 UWAS 研究成

果為基礎，對擬議專案區域等曼哈頓南部的海岸線地區提出了海岸措施建議。 

社區重建與韌性計劃 (CRRP) 之海岸保護措施 21 條主張在曼哈頓下城 (Lower Manhattan) 
建立綜合防洪系統，從東 14 街延伸至炮臺公園 (Battery Park City)。第一期以保護下東城 
(Lower East Side) 與部分唐人街為目的。這些街區居住有大量的人口，也是市內中低收入

家庭最大的聚居地之一，擁有超過 9000 套紐約市房管署 (NYCHA) 住房。此外，市內的

地下鐵系統、愛迪生聯合變電站、曼哈頓水泵站及羅斯福大道 (FDR) 等重要基礎設施均

聚於此。社區重建與韌性計劃 (CRRP) 認為，若這些重要資產遭到潛在的風暴破壞，那麼

全市數千套住房、交通系統、公園以及經濟均會受到影響。 

2013 年 6 月，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發起了一場名為「設計重建 (RBD)」的比賽。

該比賽由基金會及私營部門資金來源提供資助。透過這場比賽，選定的建議得到了進一

步分析，目的是確定可實施的數個專案。之後，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裡，設計團隊與區域

專家會面商討，包括政府機構、民選官員、社區組織、本地團體與個人。2014 年 6 月，

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宣佈了針對颶風桑迪影響區域專案的 6 個勝出建議。這些

影響區域包括長島、新澤西州、布朗士、史丹頓島及曼哈頓。針對曼哈頓的理念被命名

為「大 U」，側重於在曼哈頓周圍建議防洪系統，南部沿哈得遜河 (Hudson River) 從西 
57 街延伸至炮臺公園，北部從東河延伸至東 42 街。在設計重建 (RBD) 比賽過程中，他

們還提出了一項更具針對性的建議，目的是減少東部沿岸容易遭受破壞社區的洪水風險。

這項建議確定了炮臺公園與東 23 街之間的三個海濱區划。這些區划根據 100 年來繪製的

洪水風險區域（見圖 3）、地形以及紐約市氣候變化專家小組研究的海平面上升預測數據

確定。雖然這些區划被概念化為一體，但它們均可獨立地提供防洪保護。隨後，美國住

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提供了 CDBG-DR 基金撥款，用於蒙哥馬利街至東 23 街區划（即

擬議專案區域）之設計與建造。如下所述，該區划分為兩個子區︰專案區域一與專案區

域二。專案區域一南部從櫻桃街沿蒙哥馬利街延伸至 42 碼頭，北部沿東海岸延伸至東 13 
街。專案區域二北部從東 13 街延伸至東 23 街，西部沿 23 街延伸，或延伸至替代方案中

的東 25 街、第一大道或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紐約醫療中心（見圖 4 與圖 5）。 

《紐約︰強大公正之城計劃 (OneNYC)》報告中強調了此專案對本市的重要性。這份報告

發佈於 2015 年 4 月。OneNYC 發佈後，本市擴大並加快了藍圖建設，以打造更強大、更

具韌性的紐約，為應對氣候變化影響做好準備。具體而言，OneNYC 的措施 1 主張完成

遍及本市的關鍵海岸保護專案，包括擬議行動。 

3 擬議行動之目的與需要 

如上所述，颶風桑迪嚴重影響了擬議專案區域沿路的曼哈頓東部地區。對此，本市急需

加強韌性建設，以便在遭受巨大風暴時保護財產、弱勢群體及重要基礎設施。洪水更頻

繁來襲的可能性更突顯了保護此區域的需要，這與 OneNYC 及《打造更強大、更具韌性

的紐約》報告中所述的韌性計劃目標一致。為此，本擬議行動的目的在於以降低洪水來

襲可能性的方式解決此海岸洪水漏洞，同時加固開放空間及海濱通道。 

本擬議行動的主要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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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海平面上升情況，為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指定的洪水災害區域及南

部蒙哥馬利街與北部東 23 街之間的區域（見圖 3）提供可靠的沿海防洪系統，應

對百年一遇的洪水。 
• 改善海濱通道，加固海濱沿岸開放空間資源，包括東河公園與史岱文森灣公園。 
• 快速應對加強防洪與韌性建設之迫切需要，尤其是保護擬議專案區域沿路容易遭

受破壞社區及廉價保障房大型聚集地之需要；及 
• 完成實施階段目標，合理利用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提供的基金撥款。 

此外，本擬議行動之主要設計與實施目標包括︰ 

• 擬議海岸防洪系統之可靠性； 
• 城市設計之適應性與增強性； 
• 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 施工之可行性； 
• 運作需求； 
• 維護需求； 
• 制定時間表，實現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的階段目標；及 
• 成本。 

4 環境審查程序 

環境審查程序的目的是向決策者提供一種方式，他們可透過這種方式系統地考慮環境影

響以及專案計劃與設計的其他方面、評估與比較合理的替代方案，以及在切實可行的情

況下確定與緩解任何對環境的顯著不利影響。作為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與環境品質

審查法案 (SEQRA)/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之主管審查機構，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與公園與康樂局 (DPR) 可分別確定擬議行動是否可能對環境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

因此，應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的要求，按照聯邦法規 (CFR) 第 24 卷第 1502 部分的

規定，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發出了準備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意向通知書。管

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及公園與康樂局 (DPR) 也編製了準備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之工作範圍草案，以介紹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的擬議內容、影響分析中使用的方

法，並根據紐約市法律法規 (NYCRR) 第 6 卷第 617 部分的建議，允許公眾及利益相關者

參與。然後，主管審查機構會根據徵求公眾意見與審查期後發佈的工作範圍終稿編製環

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工作範圍終稿會包括對工作範圍草案意見的回應，並在必要

時進行修改，以處理這些意見。如上所述，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與隨後的環境影

響陳述書 (EIS) 終稿有助於履行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及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的法定義務。 

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及公園與康樂局 (DPR) 確定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完成

後，根據適用法規的規定，會編製、分發及發佈可用性通知（根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規定）以及完成通知（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規定）。然後，根據國家

環境政策法案 (NEPA)、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及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之程序，

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接受新一輪的公眾審查，包括公開听證會及徵求公眾意見

期。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徵求公眾意見期結束後，會編製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終稿 (FEIS)，內容包括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收到的意見概述、對實質性意見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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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及為處理這些意見而對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所做的任何必要修改。編製境影

響陳述書終稿 (FEIS) 發佈 30 天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作為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之主管審查機構，會編製決定記錄與發現陳述書，介紹專案的首選方案、其環境

影響及任何必要的緩解措施。同樣，公園與康樂局 (DPR) 作為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之主管審查機構，會編製發現陳述書，表明其已在採用這些發現前審查了編製境影響陳

述書終稿 (FEIS) 中所述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及替代方案。環境審查程序結束後，管理

與預算辦公室 (OMB) 可繼續進行聯邦行動，要求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提供 
CDBG-DR 基金撥款。 

5 潛在的監管許可、批准與協作 

實施擬議行動會涉及聯邦、州與地方部門的批准，並需遵守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及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的規定與實施條例。可能參與

環境審查及監管許可程序之聯邦、州與地方機構如下︰ 

聯邦 

• 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撥付資金、管理向紐約市提供的 CDBG-DR 撥款

及審查行動計劃修正案。 
• 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 (USACE)–許可或授權美國水域內的活動（清潔水法案第 

404 條）或在通航水域建造建築物（河流與港口法案第 10 條））。 
• 美國環境保護局 (USEPA)、美國漁獵局 (USFWS)、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NOAA)、美國國家海洋漁業署(NMFS)–環境審查程序之資訊機構，重視影響濕

地、水質、保護植物和野生動物物種，以及重要魚類棲息地之活動。 
• 美國海岸警衛隊 (USCG)–協調和授權駁船建造及水下工作位置。 
•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審查防洪設計以及對洪水保險率地圖 (FIRM) 的潛

在改變。 
• 國家公園管理局 (NPS)–協調和授權公園內的必要活動，可使用聯邦土地與節水

基金 (LWCF) 進行改善。 

紐約州 

• 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允許與在灘塗濕地或鄰近地區進行活動（第 25 條）

或保護水資源（第 15 條）、水資源品質認證（第 401 節）；如確定瀕危物種被偶

然捕獲，進行保護；許可州污染物排放消除系統 (SPDES) 計劃；審核對有害物質

與土壤的處理及運輸。 
• 紐約州州務部 (NYSDOS)–審查海岸區域一致性。 
• 公園、休閒與歷史辦公室 (OPRHP)–聯絡聯邦政府，實施水土保護基金 (LWCF) 

項目，包括監控是否遵守 LWCF 要求。州歷史保護辦公室(SHPO)，根據國家文物

保護法第 106 節 (NHPA) 規定，在聯邦審查程序中擔任諮詢職務，指定與保護州

與國家史蹟名錄上的文物以及確定符合該名錄資格的文物。 
• 紐約市交通局 (NYSDOT)–審查 NYSDOT 管轄範圍內羅斯福大道 (FDR) 部分地

段沿路及毗鄰地區施工活動相關防洪設計與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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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房管署 (NYCHA)–審核 NYCHA 地產相關活動。 

除其他設計替代方案需接受審查外，擬議行動還需要州議會批准，以將東河公園內的部

分公園區域用於用於非公園用途。 

紐約市 

• 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將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基金撥款發放給本市

機構，是進行環境審查的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之主管機構。 
• 公園與康樂局 (DPR)–審查及發放在本市公園及未來公園內進行專案設計與施工

的許可與審核，是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與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城市

環境品質審查 (CEQR) 之主管機構，審查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 
• 市長恢復與韌性辦公室 (ORR)–擬議提高韌性之活動與專案諮詢機構，包括加強

社區、升級建築、改造基礎設施和關鍵服務，及加強海防。 
• 建設局 (DDC)–為客戶機構協調審擬議行動的計劃、設計與環境審查。 
• 環境保護部 (DEP)–審查雨水管理、供水及下水道基礎設施和自然資源相關活動

與專案之設計與諮詢機構。 
• 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審查羅斯福大道 (FDR) 、威廉斯堡大橋地基及當地街

道網路沿路、毗鄰以及內部區域相關活動之防洪設計與許可。 
• 城市規劃局 (DCP)–根據統一土地使用審核程序 (ULURP)，規劃、海濱分區文字

合規性及決策、海岸帶一致性的決策及審核行動。 
• 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 (EDC)– 協調並批准 EDC 租賃地產，包括史岱文森灣公園

及太陽能一號 (Solar One)。 
• 小企業服務 (SBS)–協調與審核 SBS 所述地產活動，包括史岱文森灣公園及鄰近

的停車場活動。發放改善或維護 SBS 管轄範圍內海濱地產相關施工的許可。 
• 紐約市緊急事務管理局 (NYCEM)–協調暴風條件下應急準備、反應和操作。 
• 公共設計委員會 (PDC)–審查與審核為本市所屬地產及市專案擬議之藝術、建築

與景觀功能。 
• 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具有歷史或考古價值之地或附近地區活動之諮詢機構。 
• 房屋局 (DOB)–根據本市建築、電氣及分區規則，審查建築有關的設計與許可，

以及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指定的洪水災害區域內的施工活動。 
• 房屋保護與發展部 (HPD)–審查與審核紐約市房管署 (NYCHA) 地產之處置活動。 
• 可持續發展市長辦公室 (MOS)–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中的諮詢機構，審查

擬議推動可持續性發展長期規劃之活動與專案。 
• 紐約市消防局 (FDNY)–設計審核緊急通道。 

6 工作範圍草案之公眾定範圍 

根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及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的要求，本工作範圍草案可接受公眾審查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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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徵求對擬議行動的公開意見，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與本工作範圍草案會對替代方案進

行分析。此外，一場公開會議已定於 2015 年 12 月 3 日下午 7:00 在以下地點舉行︰ 

 
Bard High School Early College 
525 East Housto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準備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之工作範圍草案副本可透過以下網址 
http://www.nyc.gov/html/cdbg/html/home/home.shtml 線上取得，或聯絡︰ 
 

Calvin Johnson, Assistant Director CDBG-DR 
New York City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255 Greenwich Street-8th Floor 
New York, New York 10007 
電話：212-788-6024 
傳真：212-788-6222 
電郵：CDBG-DREnviro@omb.nyc.gov 
 
Owen Wells,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Review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 Recreation 
The Arsenal, Central Park 
830 Fifth Avenue, Room 401 
New York, New York 10065 
電話：212-360-3492 
傳真：212-360-3453 
電郵：escr@parks.nyc.gov 

 
有關工作範圍草案之書面意見也可在 2015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前遞交至上述郵寄地址、

傳真號碼或電郵地址。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及公園與康樂局 (DPR) 會在發佈工作範

圍終稿前考慮審查與考慮這些意見。工作範圍終稿會處理公眾審查期間收到的意見，並

且會包括為處理這些意見而對工作範圍草案所做的任何必要修改。 

6.1 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之組織與範圍 
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將包括以下章節︰執行摘要；簡介；目的和需要；替代方案

說明，包括無行動替代方案及三個防洪替代方案；潛在的監管許可、批准與協作；分析

框架；受影響的環境和環境後果（重大不利影響）；累積影響；緩解措施；不可避免的

不利影響；無法挽回的資源投入；每個替代方案的發展誘導方面。工作範圍草案的以下

部分會介紹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並分析以下部分︰ 替代方案說明、分析框架、

受影響的環境和環境後果、緩解措施、累積影響與總結章節。 

6.2 替代方案說明 
評估替代方案需考慮對達到擬議行動目標與目的之合理的替代方案進行比較。環境影響

陳述書草案 (DEIS) 不必考慮擬議行動每個可能的替代方案，但應考慮一系列合理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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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可行性的替代方案。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會對這些替代方案進行同等詳細程度的分

析。 

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包括專案介紹章節，該章節會利用文字與圖形對擬議行動及

其替代方案進行完整介紹，並會提供背景，以評估與比較這些替代方案的影響。專案介

紹對了解擬議行動至關重要，並會向公眾及決策者提供評估每個替代方案影響以及選擇

首選替代方案的基礎。本章將提供︰專案確認資訊（例如，擬議行動的及其位置的簡要

介紹）；背景和/或歷史；公共目的和需要陳述；提出當前建議的主要規劃考慮事項；每

個替代方案的設計要素介紹，包括可能使用的防洪系統類型及公園河街道中的建議要素；

土壤來源及對填充材料的使用；任何有關的基礎設施、共用設施搬遷以及排水系統改善；

運營及維護要求；與其他防洪系統的任何關聯及協作；對可能受到建造影響之公園及街

道的維修及更換。專案介紹還會描述與海濱建造物有關的任何可能必要的改善、臨時的

停泊系統，以及對東河進行的可能必要的疏浚工作，以允許駁船在施工期間進入。本介

紹還會包括對所需批准的討論、任何可能必要的土地徵用、在環境審查及許可期間需要

遵守的程序以及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在這些程序中的作用。 

以下是對預計會在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進行分析的替代方案以及提出與改進這些

替代方案所用程序的概述。 

6.2.1 替代方案 1 – 無行動替代方案 
無行動替代方案會對 2022 分析年的各種條件進行評估，包括在相同區域與時間正在建造

和/或運營的其他專案，無擬議行動。無行動替代方案會假設研究區域內無新的總合性海

岸防洪系統實施。此替代方案假設愛迪生聯合公司會繼續在其東 13 街綜合體、愛迪生聯

合東河發電設施及變電站推行其計劃的韌性專案（如提升重要的電氣設備）；蒙哥馬利

街 42 碼頭會繼續重建為公共開放空間；休斯頓街立交橋得到改善（不包括公園內的任何

改進）；紐約市房管署 (NYCHA) 地產會施行韌性措施；醫院街 (Hospital Row) 沿路的醫

院，包括東 23 街上的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紐約醫療中心，會繼續進行韌性提升工

作。 

6.2.2 擬議行動替代方案概覽 
對兩個專案區域的介紹 

為實現研究擬議行動的概念設計與替代方案之目的，擬議專案區域由兩個專案區域與 17 
個地段構成（見圖 4 與圖 5）。南部的專案區域一擁有 10 個地段，從南部的蒙哥馬利街

延伸至東河公園北端（或靠近東 13 街）。該專案區域的大部分位於東河公園內，但有擬

議在市內街道及高架羅斯福大道 (FDR) 下方建造有限的海岸防洪系統區段。專案區域一

還包括橫跨羅斯福大道 (FDR) 至東河公園的現有人行天橋。專案區域二由東河海濱沿岸

的 7 個地段構成，包括沿羅斯福大道 (FDR) 用地（可能包括沿羅斯福大道 (FDR) 西側地

區，以利用愛迪生聯合東河發電設施的防洪韌性措施）及沿東 23 街（第一大道東）的防

洪系統路線，以及沿東 25 街的替代路線。專案區域二包括愛迪生聯合公司運營的碼頭

（碼頭有一條狹窄的公共走道，大致位於東 14 街）、北部的 Captain Patrick J. Brown 
Walk 人行道（大致位於東 15 街至東 18 街）、北端的史岱文森灣公園、羅斯福大道 
(FDR) 沿路及下方的街道區段，以及東 23 街與東 25 街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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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設計程序 

公眾定範圍程序從工作範圍草案發佈之日開始，會徵求公眾、機構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

意見。在此期間，我們會提出並改進一系列替代方案。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介

紹所有經過考慮分析的替代方案，確定哪些無須進行進一步考慮以及哪些會在環境影響

陳述書草案 (DEIS) 中做進一步分析。那些替代方案之所以被淘汰是因為它們未滿足擬議

行動之所述目的與需要。此程序會在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中介紹，最終指定首選

替代方案。 

每個設計替代方案共有的海岸防洪要素 

為實施總合海岸防洪及韌性措施，設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護道組合系統、防洪牆、可部

署系統及下水道系統改善工作。下面對這些系統進行簡要介紹︰ 

• 工程和景觀護道（也被稱為「橋接護道」）工程護道可提升現有地形，形成一道

海岸防洪線，因此，需要相對廣闊的空間來進行裝置。工程護道通常由壓實的填

充材料為芯建造，上面覆蓋硬質黏土，可抵禦風浪，具有穩定的美化外觀。為避

免滲漏，海岸防洪護道內部建有由硬質黏土或泥漿建造的防滲牆。這些海岸防洪

護道可整合至公園景觀中，也適合用於提供加強保護或適應上升的海平面，以滿

足未來設計需求。在具有水平空間局限性的地方，還可將防洪牆（見下文）與護

道結合使用。在專案區域一的某些地段，這些護道會與穿過羅斯福大道 (FDR) 且
延伸至公園的人行天橋相整合；那麼公園裡的這些平台（如「橋接護道」）可提

供加固通道及防洪功能的雙重好處。見圖 6，查看典型工程護道的橫斷面。工程

護道可用於專案區域一東河公園內及專案區域二史岱文森灣公園內的海岸防洪系

統中。在具有水平空間局限性的設計地段，防洪牆（見如下介紹）可與景觀護道

結合使用（見圖 7）。（結合使用時，防洪牆提供海岸保護功能，護道則提供相

關的景觀功能。） 
• 防洪牆。防洪牆是狹窄的垂直結構，具有地下地基，其設計旨在抵禦潮汐風暴潮

及風浪。它們通常由鋼、鋼筋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柱帽組合材料建造。防洪牆

可用於具有水平空間局限性的地點中，也可用於其設計旨在縮小防洪系統的覆蓋

區以保護現有娛樂設施之地。典型的防洪牆設計包括 I 形牆、L 形牆及 T 形牆，

每種類型提供不同程度的結構化保護，以抵禦潮涌及風浪。見圖 8，查看典型 I 形
牆及 L 形牆的橫斷面。防洪牆可用於（結合景觀護道）專案區域一東河公園內部

地段沿路（毗連羅斯福大道 (FDR)）以及專案區域二東 13 街與東 18 街之間的羅

斯福大道 (FDR) 西（或內）側沿路。 
• 可部署系統。在許多防洪系統中，例如，為適應街道或人行道沿路的日常車輛或

行人流通，有必要建造一條通路。在這些情況下，可使用可部署系統。專案區域

一與專案區域二中可使用數種類型的可部署系統，每種系統由鋼建造，具有加固

結構。這些可部署系統包括以下內容。 

− 旋轉閘門。這些閘門的活動方式類似鉸鏈門，可在浪涌的預期到達時間前關

閉。這些系統的寬度限制通常約為 40 英尺。見圖 9，查看典型旋轉閘門的橫

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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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輥閘門。鋼輥閘門是一種可部署系統，可用於寬度達到或超過 40 英尺的通

道中。它由單線或雙線輪提供穩定支援，可在風暴的預期到達時間前關閉滑

至保護位置。見圖 10，查看典型鋼輥閘門的橫斷面。 
− 壩頂閘門。壩頂閘門是一種可部署的防洪系統，由一系列鋼板構成，用於較

長的通路沿路，如道路、人行道或海濱大道。壩頂閘門的建造通常需滿足特

定場地的要求（即定製），它們通常平臥於堅實的地基中，地基與路面齊平

或置於地下凹槽中，凹槽上面覆蓋格柵或鋼板。在應對洪水的準備工作中，

閘門由固位臂或支架提供部署及加固支援。見圖 11，查看典型壩頂閘門的橫

斷面。 
− 可拆卸閘門。可拆卸閘門由框架結構構成，備有儲存於場外的堆疊面板。預

計洪水將至時，框架與面板以組合模塊的形式運至現場，並進行手動安裝。

見圖 12，查看典型可拆卸閘門的橫斷面。 

我們會評估是否需要對本市現有的下水道系統進行修改或改善，以確定擬議專案區域在

風暴期間操作下水道系統方面的韌性需求。相關改善可能包括在下水道攔截器、防洪調

節裝置與出入孔上安裝閘門，以及在現有的排污口上安裝閘門，確保排水系統不會起到

導水管的作用，不會將洪水導入羅斯福大道 (FDR) 內。我們也會對其他改善進行確認及

評估，以提供額外的下水道容量，解決風暴天氣期間的排水問題。旨在提供額外下水道

容量的組件可包括安裝並行輸送管道、安裝新的同軸水泵站，和/或在東河公園內建造地

下儲水箱及地上井口建築物。 

擬議行動還需要水管、下水道、共用設施搬遷、運營和維護計劃、共用設施及照明計劃、

與其他防洪系統的連接（愛迪生聯合東河發電設施及東 23 街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紐約醫療中心的保護系統）及受施工影響之公園與街道的維修與更換工作。施工活動還

可能包括需要改善海濱建造物、臨時的停泊系統及東河沿岸有限的疏浚工作，以允許駁

船在施工期間進入。 

以下每個替代方案均對上述防洪系統提供了不同的配置及組合建議。替代方案應達到專

案目標，以快速回應對可靠的海岸防洪及韌性建設之需求；改善與加固海濱沿岸的通道

與放空間資源；完成實施階段目標。替代方案在海岸防洪系統與公園景觀對街區連接增

強及改善工作整合之程度方面各不相同。據預計，每個設計替代方案可於 2017 年中開工，

於 2022 年竣工。 

6.2.3 替代方案 2 – 基本防洪系統 
此基本防洪系統替代方案利用護道組合、防洪牆及沿東河公園西側重建的共用道（自行

車道/人行道），提供所需的防洪系統，可實現專案目標。根據此替代方案，公園與康樂

局 (DPR) 及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 目前建議作為獨立投資專案的公園及街道改善工作，

包括建議在 42 碼頭及休斯頓街立交橋進行的改善工作，也均假設完成。在專案區域一，

根據設計地段，東河公園內的基本設計特點主要包括防洪牆及週期護道，可避免或最大

限度地減少對現有娛樂設施及其他公園功能的影響，最低限度地改善其中 3 個高架人行

橫道（如地蘭西街、東 6 街及東 10 街，共 5 個）中公園邊橋接平台，以與防洪牆及護道

要素整合，並適當加固被動娛樂及景觀空間，包括重建的自行車道和人行道。在專案區

域二中，史岱文森灣公園的部分地段可能會修建為景觀護道。在史岱文森灣公園，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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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案主要由沿羅斯福大道 (FDR) 、可能沿 C 大道墨菲兄弟遊樂場 (Murphy’s Brother’s 
Playground) 的防洪牆，以及沿東 23 街（替代路線為沿東 25 街）與位於羅斯福大道 (FDR) 
下十字路口的可部署系統。此替代方案還假設與位於愛迪生聯合東河發電設施及東 23 街
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紐約醫療中心的防洪系統連接工作已完成。見圖 13a 與 13b，
查看此替代方案在專案區域一與專案區域二中的初步平面圖與示意圖。 

6.2.4 替代方案 3 – 防洪系統及公園與街區連接改善工作 
防洪系統及公園與街區連接改善替代方案同樣可實現擬議行動的防洪目標，還可提供加

強的街區連接及針對性的公園升級，包括蜿蜒的自行車道和人行道、重新設計的數個人

行天橋，以提供加固的通道及防洪功能，以及東河公園更加廣闊的景觀功能。此替代方

案區別於替代方案 2 的關鍵特點在於擬議對地蘭西街、東 6 街及東 10 街現有人形天橋進

行增強及潛在調整。與替代方案 2 類似的是，在專案區域二中，史岱文森灣公園的部分

地段可能會修建為景觀護道。在史岱文森灣公園，此替代方案主要由沿羅斯福大道 
(FDR) 、可能沿 C 大道墨菲兄弟遊樂場 (Murphy’s Brother’s Playground) 的防洪牆，以及

沿東 23 街（替代路線為沿東 25 街）與位於羅斯福大道 (FDR) 下十字路口的可部署系統。

此替代方案還假設與位於愛迪生聯合東河發電設施及東 23 街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紐約醫療中心的防洪系統連接工作已完成。見圖 14a 與 14b，查看此替代方案的擬議平面

圖與示意圖。 

6.2.5 替代方案 4 – 防洪系統及整合的公園設施韌性措施 
此替代方案會審查為內陸街區提供可媲美替代方案 3 的防洪系統之設計理念，同時整合

相關處理措施，以加強與改善東河公園內公園與娛樂功能的韌性與可用性。 

6.2.6 其他替代方案 
除上述替代方案 2、3 與 4 外，在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定範圍程序期間，我們會繼續提

出及改進可實施擬議行動及可實現其目標的其他替代方案。定範圍程序會收集參與、熱

心此環境審查程序及開展合作之地方、州及聯邦機構的意見，並向他們諮詢。這些機構

包括，但不限於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DEP)、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紐約州交通部 
(NYSDOT)、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 及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 (USACE)。非機構利

益相關者及公眾提出的意見也會預示替代方案的持續發展過程。據預計，環境影響陳述

書草案 (DEIS) 中最終選擇分析的替代方案會包括上文 6.2.2 部分所述之不同配置的基本

海岸防洪措施，以及管理排水、公園增強工作、韌性措施、基礎設施、城市設計及街區

與開闊空間連接之其他方法。這些替代方案可能包括應用可部署系統及防洪路線的不同

方法。在提供沿街防洪系統時，我們會對此進行考慮。至於沿哪條街建造防洪系統，我

們會與此環境審查程序的參與機構紐約州交通運輸部 (NYCDOT) 協作確定。 

6.3 其他考慮過但不會深入的替代方案 
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部分將介紹考慮過但未入選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的替

代方案。我們會介紹這些替代方案，以及不對它們做進一步分析的理由。 

 16  



東海岸韌性 (ESCR) 專案 工作範圍草案 

6.4 分析框架 
本章會討論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技術分析的框架。其會確定分析年（擬議行動的

實施年份為 2022 年），介紹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評估的每個評估替代方案之受

影響環境。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考慮每個替代方案的短期（施工）與長期（運

作）影響。 

我們會評估每個替代方案在典型（非沿海洪水）運作條件期間的潛在影響，涉及所有相

關的潛在環境影響類別。在適當的情況下，典型運作條件期間的影響分析有必要涉及以

下影響類型︰土地使用、分區和公共政策；社會經濟條件；開闊空間；歷史文化資源；

城市設計和視覺特徵；自然資源；有害物質；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交通；公共衛生；

街區特徵；施工；及環境正義。 

根據目前的資訊，在典型條件下運作這些替代方案不會建造大於 50 英尺、或毗連日光敏

感資源、或在日光敏感資源對面之新建築物或現有建築物的附加物；改變、移動或使社

區設施及服務過於擁擠，如學校、圖書館、兒童保育設施、醫療設施，或消防及警員保

護；產生任何移動或固定噪音來源；增加或重新分配交通、產生任何其他移動污染物來

源、在移動來源附近新增新用戶、產生新的固定污染物來源；極大地影響能源傳輸或生

成；擬議發電（不包括應急備用電源）或導致開發 35 萬英尺或更大的地段；或導致每週

產生超過 50 噸的固體垃圾。因此，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指南，

典型運作條件期間的影響分析沒有必要涉及以下影響類型︰綠蔭；社區設施與服務；噪

音；空氣品質；能源；溫室氣體；及固體垃圾與衛生服務。 

此外，根據沿海洪水（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指定的洪水災害區域之百年一遇的

洪水）的運作條件，替代方案可能影響人與自然環境。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定

性評估沿海洪水條件期間的潛在影響，涉及相關影響類別。在適當的情況下，沿海洪水

條件期間對潛在影響之高層次分析與評估有必要涉及以下影響類型︰開闊空間；城市設

計和視覺特徵；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及交通。根據目前的資訊，預計沿海洪水運作

條件期間的影響分析沒有必要涉及以下影響類型︰土地使用、分區和公共政策；社會經

濟條件；社區設施與服務；綠蔭；歷史文化資源；自然資源；有害垃圾；固體垃圾與衛

生服務；能源；空氣品質；溫室氣體排放；噪音；公共衛生；街區特徵；及環境正義。 

每個影響類別均會討論每個評估替代方案的現有條件（受影響環境）及將來的條件。對

顯著不利影響（環境後果）的技術分析與識別會側重於相比無行動替代方案，擬議行動

創造的受影響環境之增量變化。無行動替代方案會討論預計獨立於擬議行動而完成的專

案，以及每個適用技術領域之受影響環境的基本發展情況。 

6.5 受影響環境與環境後果 
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的本部分會介紹專案區域、周邊的研究區域以及會發生於專

案區域內的更詳細活動，包括施工與運作活動。分析中未甄別的所有影響類型均會以這

種方式進行評估。如 6.4 部分所述，每個替代方案均會在以下確定的每個資源類別下進行

同等詳細程度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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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土地使用、分區和公共政策 
土地使用分析會描繪擬議行動影響區域的使用及發展趨勢特徵，並確定該行動是否與這

些使用及趨勢相容。同樣，分析會考慮擬議行動是否符合區域的分區及其他適用公共政

策以及對這些政策的影響，因為擬議行動可能會導致對應於擬議行動保護區域的研究區

域發生臨時和/或永久變化（見圖 15）。 

分析將審查以下內容︰ 

• 在地圖上表示出並介紹研究區域內現有的土地使用、分區及最近的土地使用

於分區趨勢。 
• 根據該區域地理資訊系統 (GIS) 中的現有資訊，確定並介紹研究區域內的主要

使用及分區模式，編制實地調查與航空照片（如適當）。 

• 介紹任何已知的潛在收購、地役權及地圖繪製變化。這些內容可能包含於提

交的申請中，待土地利用審查程序 (ULURP) 審查。 

由於擬議行動是由城市機構領導的專案，我們會進行評估，考慮擬議行動是否符合城市

政策文件中概述的相關持續發展目標或措施。更具體地說，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介紹擬議專案是否符合城市的措施，以保護街區與基礎設施免受 OneNYC 及《打造更

強大、更具韌性的紐約》報告中概述的未來環境事件的影響。 

由於專案區域位於本市管理的海岸帶內，我們會對擬議行動是否符合以下政策進行評

估︰ 

• 1972 年海岸帶管理法 (CZMA) (16 U.S.C. §§1451-1464)； 
• 紐約州海岸帶管理計劃；及 
• 紐約市的海濱振興計劃 (WRP)，包括編製本市 WRP 一致性評估表 (CAF)。 

我們還會對擬議行動是否符合分區及其他公共政策措施進行評估。 

6.5.2 社會經濟條件 

6.5.2.1 間接搬遷可能性分析 

關於社會經濟條件，人們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擬議行動是否會因為以下原因對環境造成顯

著不利影響︰(1)住宅人口的直接搬遷；(2)企業及企業相關員工的直接搬遷；(3)由於專案

對市場條件產生影響，反過來導致住宅租金上漲，住宅人口間接搬遷；(4)市場條件發生

變化，導致商業租金上漲，企業間接搬遷；及(5)對特定行業的不利影響。間接影響還可

能會考慮發展誘導影響及土地使用、人口密度或增長速度模式中誘發變化相關的其他影

響，以及對空氣、水及生態系統等其他自然系統的相關影響。擬議行動不會導致任何直

接的住宅或企業搬遷。因此，本評估會側重於間接住宅與企業搬遷，以及對特定行業可

能的不利影響。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簡要介紹可能受替代方案影響之研究區域

的人口及經濟條件，並介紹是否有任何替代方案會對社會經濟條件造成不利影響。 

分析會利用地方及州機構與其他來源的現有資料，確定及介紹研究區域內的現有社會經

濟條件。本部分會介紹研究區域內住宅人口資料與包括企業在內的當地經濟、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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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資產、娛樂活動及可能受擬議替代方案影響的旅遊業。對於每個替代方案，分析會

確定研究區域內可能影響分析年中社會經濟條件的未來變化（如住宅或商業發展、現有

娛樂空間增強）。我們會定性評估每個替代方案對住宅人口及當地經濟（包括企業、重

要基礎設施、資產娛樂活動與旅遊業）的潛在影響。評估會考慮設計替代方案是否及在

何種條件下可促使變化發生，從而提高房產價值或租金（住宅與商業），如果是，這種

情況是否會導致現有租戶類型搬遷的可能性增大。 

6.5.2.2 效益成本分析 

根據聯邦指導方針及出版的資源，我們會對每個替代方案的效益與成本進行總合分析。

提供的具體資訊包括︰歷史上的洪水損失和損害；地面高度及資產與建築物的一樓高度；

設計替代方案的使用壽命；每年的維護費用；建造與內容更換成本。效益包括專案預計

可避免的損失，以及經濟、社會與環境附加值。我們會提供每個替代方案的效益與成本

價值。《2011 年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效益成本評估 (BCA) 參考指南與附錄》會

考慮《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國家災難韌性建設可用資金大賽通知》附錄 H 中確

定的要素。 

6.5.3 開闊空間 
本部分會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的方法，評估擬議行動對公眾可用

開闊空間可能造成的直接及間接影響。研究區域內的公共可用開闊空間包括東河公園史

岱文森灣公園、Corlears Hook 公園及紐約市房管署 (NYCHA) 房屋綜合體（見圖 16）。

直接影響為公共開放空間面積發生變化或開闊空間更改，導致其擁有不同的設施和/或用

戶群體。間接影響為噪音、空氣污染、綠蔭增加，或用戶需求增加。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開闊空間分析由包括以下內容︰ 

• 收集研究區域內的人口總數。 
• 在地圖上繪製及介紹研究區域內現有的公共可用開闊空間。 
• 收集研究區域內每個開闊空間的詳細諮詢，包括名稱與地址、所有權、面積、主

動及被動用途面積百分比以及開闊空間功能。 
• 在 5 月至 9 月間對研究區域內公共可用開闊空間進行實地調查，確定公園可用點

的位置與大小、資產/設施、使用、一般可用時間和使用頻率，以及使用者的年齡

群。 
• 根據地理資訊系統 (GIS) 中對該區域的現有資訊以及編輯的實地調查，確定並介

紹研究區域內主要開闊空間類型與娛樂活動（如球場、自行車道、無計劃娛樂空

間）。此外，確定及介紹臨時施工封閉區使用的開闊空間及娛樂面積。 
• 確定研究區域內能夠影響分析年內開闊空間與娛樂活動類型與趨勢至未來發展專

案（即 42 碼頭），包括具體的開發專案、公共改善計劃以及研究區域內的待確定

行動。根據這些變化，我們會對無行動替代方案中的未來開闊空間與娛樂條件進

行評估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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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與介紹與開闊空間及娛樂的相容性、研究區域內的相關趨勢、東河公園內供

水與下水道排水變化，以及替代方案與經認可計劃的一致性。開闊空間分析會介

紹對球場、共用道、無計劃公園空間或每個替代方案產生的娛樂活動。 

6 (f) 部分 

東河公園，從東 6 街延伸至東 10 街地段，包括兩個籃球場、操場和東河海濱大道部分，

其改造先前由水資源保護基金法 (「LWCFA」) 撥款提供資金。16 USC §§ 460l-4 至 460l-
11。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分析任何行動或活動的潛在影響，由於專案的提出，

水資源保護基金法 (LWCFA) 可能會對要求進行此類分析。 

6.5.4 歷史文化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包括考古與建築資源。這些資源包括國家歷史地標 (NHL)；州與國家史蹟

名錄 (S/NR) 上所列或正式確定符合 S/NR 名錄資格（S/NR 資格）的文物，或 S/NR 名錄

所列或符合資格之歷史街區中的文物；紐約州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oard) 建議列於 
S/NR 名錄上的文物；指定的紐約市地標 (NYCL) 與歷史街區；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列入是否為 NYCL 考慮日程表或確定符合 NYCL 之名（NYCL 資格）的文物；潛

在的歷史資源（即以上所列計劃未確定但似乎符合其資格要求的的文物）。圖 17 顯示了

對專案區域附近已知歷史文化資源的初步確定情況。 

由於我們正在尋求聯邦機構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的資金支援，以實施擬議行動，

根據 1966 年國家歷史文物保護法案 (NHPA) 第 106 條的規定，需對歷史文化資源進行評

估。第 106 條規定，聯邦機構需考慮這些行動對國家史蹟名錄上所列的或符合其列入標

準的任何文物之影響。遵守第 106 條規定符合紐約州文物保護法案第 14.09 條的要求。我

們也會與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協商完成對歷史

文化資源的分析。 

2013 年 5 月，由於遭受颶風颶風桑迪的襲擊，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紐約州緊

急事務管理辦公室、特拉華州部落、特拉華州印第安人部落、辛納科克部落、莫希幹人 
Stockbridge-Munsee Community Band、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及歷史保護諮詢委員

會 (ACHP) 執行了一項綱領性協議。1該綱領性協議確保紐約州聯邦災害援助計劃的管理

符合某些規定，以執行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在第 106 條中的職責。同歷史保護

諮詢委員會 (ACHP)、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與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一
樣，其他為協議涵蓋災害援助計劃提供財務援助的其他聯邦機構須接受及遵守協議之條

款，以執行其在在第 106 條中的職責。如上所述，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東海岸

韌性專案提供 CDBG-DR 基金撥款，紐約市為撥款受讓方。管理與預算辦公室 (OMB) 作
為紐約市的責任實體，承擔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的環境責任，透過綱領性協議

的附錄 D 同意接受綱領性協議之條款與條件，考慮承擔責任的效力，執行其在第 106 條
中對紐約市活動 CDBG-DR 計劃之職責。2 

1 此綱領性協議修訂於 2014 年 11 月。 
2 此綱領性協議的附錄 D 修訂於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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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1 考古資源 

由於擬議行動會對地面造成擾動，主管審查機構（OMB 與 DPR）正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

員會 (LPC) 及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協商，要求它們對專案區域之可能的考古靈

敏度做出初步判定。支援資訊，包括來源於先前對該地或周邊區域進行之考古調查的歷

史地圖與資訊，會提交給機構進行審查，這是初步協商的必要部分。若無法判定該地是

否具有考古敏感性，那麼不可進行與考古資源相關的進一步工作。若紐約市地標保護委

員會 (LPC) 和/或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確定擬議行動會對可能具有重要考古資

源之任何專案區域地段造成影響，則需準備考古研究，如考古文獻研究或關於任何主題

的考古文獻研究。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概述與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及
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的協商情況，以及任何必備的考古研究。如經紐約市地標

保護委員會 (LPC) 及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同意，且考古文件研究確定擬議行動

可能會對可能具有考古敏感性的區域造成影響，那麼需要進行考古實地測試。如工作確

定可能具有考古重要性之資源存在，且可能受到擬議工作的影響，經紐約市地標保護委

員會 (LPC) 及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同意，那麼必須制定和實施緩解措施，包括

全面的考古發掘措施。若無法施行以上工作， 則視為影響無法得到緩解。 

6.5.4.2 建築資源 

建築資源分析會考慮擬議行動施工是否可能影響任何建築資源，無論市透過施工活動直

接影響，還是透過更改這些資源的背景或視覺環境間接影響。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我們會執行以下任務，作為評估的一部分︰ 

• 確定並在地圖上繪製建築資源的潛在影響區域 (APE)，包括擬議行動可能直接或

間接影響建築資源的區域。確定及介紹潛在影響區域 (APE) 內任何指定的建築資

源。擬議行動會有兩個潛在影響區域 (APE)︰主要潛在影響區域 (APE)，400 英尺，

擬議行動施工及運作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歷史文物；次要潛在影響區域 (APE)，
對應擬議行動之保護區域（見圖 17）。 

• 邀請建築歷史學家對主要潛在影響區域 (APE) 進行實地調查，確定可能受擬議行

動影響的任何潛在建築資源。根據紐約市地標法之規定，潛在資源資源包括看起

來符合聯邦法規 (CFR) 第 36 卷第 63 部分中所述 S/NR 資格標準及紐約市地標 
(NYCL) 標準的文物。在地圖上繪製及介紹潛在影響區域 (APE) 內任何潛在的建

築資源。影響分析會考慮每個替代方案對建築資源的影響。任務包括︰ 
− 與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及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協商，評估

擬議行動對建築資源造成的任何潛在的物理、情境，或視覺影響。 
− 與紐約州歷史保護辦公室 (SHPO) 及紐約市地標保護委員會 (LPC) 協商，在適

當的情況下，制定措施，避免最大限度減少或消除對歷史建築的任何不利影

響。 
− 實施第 106 條，與參與機構合作，與公眾及諮詢各方任何適當的外聯。 
− 評估是否符合適用的聯邦法案和行政命令，包括國家歷史文物保護法案 

(NHPA) 聯邦法規 (CFR) 第 36 卷第 800 部分、1970 年考古資源保護法 (ARPA) 
聯邦法規 (CFR) 第 43 卷第 7 部分、1935 年歷史遺跡法案及 13007 印度聖地行

政命令 (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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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是否符合紐約市地標法的適用部分 [紐約市 §§ 3020 章節以及下列等等，

及紐約市 §§25-301 行政法規以及下列等等。] 

6.5.5 城市設計與視覺資源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的方法，如專案需要的行動會對專案區域產

生超出現有分區允許的物理變化，且該變化能夠為街上的行人所察覺，那麼應對城市設

計與視覺資源進行評估。考慮到擬議行動的性質，其建議修建採用垂直防洪措施，包括

護道、防洪牆以及影響行人體驗的其他功能，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的本部分會評

估擬議行動在研究區域城市設計模式及視覺資源中引起的變化。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的方法，遵照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 對視覺評估的指導，我們

會進行評估。 

評估會利用來自對專案區域以及周邊研究區域實地考察之資訊以及為擬議行動準備的視

覺資料，並在必要情況下呈現現有景觀的擬議行動草圖或透視圖；擬議行動之鳥瞰圖；

及立面圖與斷面。城市設計與視覺資源研究區域，請見圖 18。由於專案區域大部分為沿

東河海濱的公共開闊區域，評估會包括更長的海濱內陸景觀、威廉斯堡大橋和布魯克林

海濱景觀及專案區域內的長景觀，包括歷史資源景觀，如亞瑟•利維浴場 (Asser Levy 
Baths)。對評估中考慮的現有海濱內陸景觀之初步確定範圍，請見圖 18。根據實地考察，

評估會利用圖片介紹與說明城市設計與專案區域特徵，以及周圍區域與提供海濱景觀的

內陸地區。評估會介紹相比無行動替代方案，擬議行動可能對城市設計與視覺資源造成

的變化，側重於為行人對此區域體驗帶來不利影響之變化。根據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 指南，評估會利用視野及視線剖面分析評估視覺與審美影響。如確定存在不

利影響，我們會確定緩解措施，以避免或減少潛在的顯著影響。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評估本部分會包括對專案區域及周圍研究區域的簡要陳述，並考慮

超出本研究區域之更長的視覺走廊。陳述會解決《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

中所述的城市設計要素問題︰街道、建築、視覺資源、開闊空間和自然資源。它還會確

定並介紹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 指導文件《評估與緩解視覺影響》中所述的審美

資源。陳述由以下項目提供支援︰照片；鳥瞰圖；區域地圖，包括視覺地圖以及顯示現

有視覺走廊及視覺資源通道的地圖；視線剖圖。分析的重點在於研究區域內的視覺走廊

以及主要街道（格蘭街、休斯頓街、東 14 街及東 23 街）沿路海濱的內陸景觀走廊 

6.5.6 自然資源 
雖然專案區高度發達，但它位於東河海濱，包括廣闊的海濱開闊空間（例如，東河公園

和史岱文森灣公園）。擬議行動可能影響自然資源與水質，包括研究區域內的灘塗濕地、

植被群落及水生動物與陸生動物。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本部分會介紹研究區域內的自然資源環境，包括確定擬議行動可能

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任何潛在自然資源。我們會進行以下任務，確定自然資源的受影響環

境︰ 

• 根據棲息地地圖、公開發表的文獻及實地調查研究，收集原始植被和野生動物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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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研究區域，了解是否存在濕地。行政命令 11990（濕地保護）要求聯邦活動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避免對濕地產生不利影響。介紹研究區域內及毗鄰地區的濕

地與植被； 
• 介紹研究區域內的水深及測深資料，告知擬議行動所需的填充量。介紹研究區域

內及毗鄰地區的東河水深。 
• 介紹樹種、林下葉層及草本層。根據實地調查期間獲取的樹目錄資料，介紹樹木

組成。根據對研究區域的實地調查，介紹一般物種組成。 
• 根據現場勘察、現場特定的資料集、研究區域內水生與陸生資源的現有資訊，包

括洪泛區，重要魚類的棲息地、濕地、陸地資源，以及從美國漁獵局 (USFWS)、
美國國家海洋漁業署 (NMFS)、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 等資源機構獲取的

瀕危物種資料，描繪研究區域內東河的現有水生資源及研究區域內可能受干擾區

域的陸地資源特徵。從文獻檢索和實地調查收集野生動物資料。在現場調查中，

注意所有觀察的鳥類（鳥）、爬行類（兩栖與爬行類）及哺乳動物與任何間接觀

察，如巢、足跡與糞便。現有資訊來源，包括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 (USACE)、美

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NOAA)、美國環境保護局 (USEPA) 及紐約州環境保護

部 (NYSDEC) 資料庫，等等。具體來說，現場工作包括： 
− 瀕危物種與候鳥調查，記錄本研究區域內的留鳥與候鳥； 
− 植被（包括樹木調查）：確定、在地圖表述及介紹 5 月至 9 月的物種（包括

注意侵入或本地物種以及任何顯著的健康問題）；及 
− 濕地：確定東河沿岸存在可管理的濕地毗連地區，以及研究區域內海岸線的

任何非工程部分。 
• 聯絡紐約自然遺產計劃 (NHP) 與美國國家海洋漁業署 (NMFS)，諮詢美國漁獵局 

(USFWS) 資訊、規劃和保護系統，了解聯邦及州列出的品種以及已知在研究區域

內產生或確定可能產生的重要棲息地之資訊； 
• 與美國漁獵局 (USFWS) 和美國國家海洋漁業署 (NMFS) 展開第 7 部分的非正式協

商，確認所列品種，包括向負責判定專案是否對這些品種產生影響之相應監管機

構提供每個物種的生物性評估，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採取某些方式，儘量減少對物

種的影響。這些機構還可決定是否有必要達成正式的第 7 部分協商； 
• 根據現有的區域和特定地點的水質資訊（如紐約市環境保護局 (DEP) 海港調查、

跨州環境委員會、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 (USACE)、
美國環境保護局 (USEPA)），描述研究區域內東河的水質條件。本部分會介紹東

河的一般水力特徵，包括水流、潮差、水質分級，污染源和生物條件等資訊；及 
• 遵守行政命令 11988（洪泛區管理）及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實施條例聯

邦法規 (CFR) 第 24 卷第 55 部分之規定，因為研究區域位於百年洪泛區內。該洪

泛區由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洪水保險率地圖 (FIRM) 確定。完成 §55.20 
分析（8 步驟程序），記錄注意的合規性，包括確定規劃擬議行動在洪泛區位置

的任何替代方案、與佔用洪泛區相關的任何潛在影響，以及在必要時的擬議緩解

措施。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本分析會評估任何潛在的自然資源及水質影響。產生影響的可能性

會導致研究區域內發生任何變化，包括研究區域內會發生物理干擾的區域。本分析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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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擬議物理干擾區域之地圖。對自然資源的潛在影響根據以下要素確定︰受影響環境之

的物理改變的性質和程度，包括受影響植被的面積或濕地中的變化，以及對自然棲息地

的影響（包括棲息地和野生動物損失導致的任何特定地點的影響）。 
本部分分析的相關具體任務包括︰ 

• 評估對陸地與水生資源的潛在影響。評估對陸地與水生資源的潛在影響透過以下

方式進行︰計算與評估填充和/或疏浚量，考慮任何樹木清除活動、運作期間對野

生動植物造成的視覺與噪音干擾，以及野生動植物從每個替代方案中獲得的好處。 
• 評估是否遵守修訂的 1973 年瀕危物種法案，以及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聯邦法規 (CFR) 第 50 卷第 402 部分之規定。這包括與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 
(USACE)、美國漁獵局 (USFWS) 及美國國家海洋漁業署(NMFS) 進行協商與合作，

以遵守魚類與野生動物協調法案 16 U.S.C. § 661 以及下列等等。 
• 評估基礎設施及雨水影響，以及它們對棲息地的間接影響，考慮雨水管理系統的

設計或改進，以及對當地地表水條件的任何影響。 
• 評估是否遵守與自然資源相關的其他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環境審查要求，

如修訂的 1968 年自然與風景河流法案（16 U.S.C. 1271 以及下列等等），尤其是

第 7 條 (b) 與 (c)。 

6.5.7 有害物質 
每個經評估的替代方案之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概述對研究區域進行的土壤與地

下水調查。圖 19 顯示了擬議專案區域進行土壤與地下水測試的大致位置。本節將總結了

測試結果，並公開了基於測試結果的任何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問題。 

針對每個替代方案，本部分還會介紹對土壤與地下水的擾動，以及進行之任何相關的整

治工作（如有），以解決有害物質問題。本部分還會介紹用於建造專案相關海岸防洪系

統之土壤與材料來源。 

6.5.8 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 
擬議行動可能會影響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因此，本部分會評估擬議行動對研究區域

內管理、服務、飲用水品質、雨水徑流以及下水道的潛在影響。 

為確定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之受影響環境，我們會執行以下任務︰ 

• 根據水力排水建模分析，介紹供水的現有基礎設施，以及總合污水下水道輸送情

況。這包括研究區域附近輸送線與管道的位置與容量，以及系統的當前性能。 
• 介紹分析年中對供水及綜合下水道系統的預計需求。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分析會評估各種運作條件下，對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的影響。任

務包括︰ 

• 根據市獨立雨水管系統 (MS4s) 之要求，評估是否遵守本市的紐約州污染物排放系

統 (SPDES) 對雨水排放的許可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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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研究區域內擬議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改進之運作工作、容量與位置（如在

下水道攔截器、防洪調節裝置與出入孔上安裝閘門，在現有的排污口上安裝閘門，

以及其他改善措施，以解決排水服務問題）。 
• 評估研究區域內即將施行的擬議改進工作對現有下水道系統的影響，以減少海岸

洪水期間下水道系統運作遭受洪水影響的風險。 

6.5.9 交通 
研究區域內道德主要道路包括羅斯福路羅斯福大道 (FDR) 、南大街、大道 C、第一大道、

蒙哥馬利街、格蘭街、地蘭西街、休斯頓街、東 20 街及東 23 街。研究區域由 M8、M9、
M14A、M14D、M21、M22、M23 與 M34A 公交線路提供服務。 

研究區域內，海濱可透過四個地面交叉口到達︰ 

• 蒙哥馬利街/南大街； 
• C 環大道/東 18 街； 
• C 大道/東 20 街；及 
• C 大道/東 23 街。 

此外，橫跨羅斯福大道 (FDR) 的以下人行天橋處設置有人行通道︰ 

• 公園人行天橋； 
• 地蘭西街人行天橋； 
• 休斯頓街人行天橋； 
• 東 6 街人行天橋；及 
• 東 10 街人行天橋。 

南北向東河人行道（沿海濱的人行道）以及南北向東河自行車道（與公園與康樂局 (DPR)、
紐約市交通局 (NYCDOT)、愛迪生聯合公司以及緊急車輛的共用道）。 

在愛迪生聯合公司碼頭，自行車道變成一條共用自行車/人行道，位於羅斯福大道 (FDR) 
與愛迪生聯合公司碼頭之間，寬度縮窄為 30 英寸。在愛迪生碼頭以北，共用自行車/人行

道變寬，繼續沿 Captain Patrick J. Brown Walk 人行道延伸至史岱文森灣公園，然後自行

車道與人行道分開。 

6.5.9.1 交通 

我們會利用在以下地點收集的交通資料，對交通影響進行定性評估︰ 

轉向交通量 

• 蒙哥馬利街/南大街 
• C 大道/東 20 街 
• C 大道/東 23 街 
• C 環大道/東 18 街 

自動車輛記錄器（九天連續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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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哥馬利街 NB，南大街以北 1 
• 蒙哥馬利街 SB，南大街以北 
• 南大街 EB，蒙哥馬利街以西 
• 南大街 WB，蒙哥馬利街以東 
• 格蘭街 EB，羅斯福大道 (FDR) 支道以西 
• 格蘭街 WB，羅斯福大道 (FDR) 支道以西 
• SB 羅斯福支道 SB，地蘭西街以北 
• 休斯頓街 EB，羅斯福大道 (FDR) 支道以西 
• 休斯頓街 WB，羅斯福大道 (FDR) 支道以西 
• C 大道 NB，羅斯福大道 (FDR)/18 街以南 
• C 大道 SB，羅斯福大道 (FDR)/18 街以南 
• 20 街 EB，羅斯福大道 (FDR)/C 大道以西 
• 20 街 WB，羅斯福大道 (FDR)/C 大道以西 
• 羅斯福大道 (FDR) /C 大道 NB，20 街以南 
• 羅斯福大道 (FDR) /C 大道 SB，20 街以北 
• 23 街 EB，羅斯福大道 (FDR)/C 大道以西 
• 23 街 WB，羅斯福大道 (FDR)/C 大道以西 
• 羅斯福大道 (FDR) /C 大道 NB，23 街以南 
• 羅斯福大道 (FDR) /C 大道 SB，23 街以北 
• 羅斯福大道 (FDR)  SB 支道，6 街以北 

據推測，擬議行動不會產生任何新的交通，不會對當地街道的幾何形狀或路面標誌造成

任何永久改變。因此，無須對交通影響進行定性分析。在洪水條件期間，我們實施可部

署的防洪措施，暫時封路。我們會進行定性評估，介紹採取可部署措施以及臨時繞行的

位置與可行性。這包括評估休斯頓街立交橋的進出坡道，以及可能在運作階段受影響的

其他坡道與街道。 

6.5.9.2 運輸 

本分析會審查擬議行動可能會造成的任何運輸影響。本分析包括必要的文字與圖形，並

依賴於收集的資料，介紹替代方案設計，以評估擬議行動可能會對運輸服務或設施造成

的相關影響。 

1 NB=北行；SB=南行；EB=東行；WB=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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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3 行人與騎自行車者 

本分析會審查擬議行動可能對行人造成的影響。本包括必要的文字與圖形，並依賴於草

案概念設計程序期間收集的有關行人與騎自行車者數量之資料，以評估擬議行動可能會

對行人條件造成的相關影響，包括沿東河的自行車道/人行道（見圖 20）。行人數量資料

在草案概念設計程序期間於以下地點收集︰ 

• 蒙哥馬利街/南大街交叉口的人行橫道和道路； 
• 公園人行天橋； 
• 地蘭西街人行天橋； 
• 休斯頓街人行天橋； 
• 東 6 街人行天橋； 
• 東 10 街人行天橋； 
• 東 18 人行橫道/C 環大道交叉口； 
• 東 20 人行橫道/C 大道； 
• 東 23 人行橫道/C 大道； 
• 愛迪生聯合公司建築內自行車/人行道； 
• 休斯頓街人行天橋北自行車/人行道。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的要求，我們會審查每個設計替代方案，確

定其是否可能對行人與騎自行車者設施造成影響，包括人行橫道、道路、橋樑與人行道。 

6.5.9.4 停車 

本分析會審查擬議行動可能會對研究區域內停車設施造成的相關不利影響。分析包括評

估東 20 街與東 23 街之間的羅斯福大道 (FDR) 下以及蒙哥馬利街羅斯福大道 (FDR) 下的

現有停車設施，以及沿海防洪屏障施工的任何潛在影響。我們會評估這些地方以及這兩

個停車場 ¼ 英里範圍內的其他街邊停車場的停車使用率。我們會進行定性分析，以評估

對當地街邊停車的影響。 

6.5.10 公共衛生 
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在公共衛生方面的目標在於確定每個替代方案是否會產生不利

影響，如果會，則確定緩解影響的措施。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的

要求，公共衛生是全社會積極努力的結果，目的在於透過監控保護及改善大眾的健康與

幸福；評估和監測；促進健康；預防疾病、傷害、失調、殘疾和過早死亡；以及降低健

康狀況的不平等情況。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的要求，如在空氣品質、水質、有害物質或

噪音方面確定存在未得到緩解的顯著不利影響，那麼有必要對公共衛生進行評估。如在

上述任何方面確定存在未得到緩解的顯著不利影響，且主管審查機構確定有必要對公共

衛生進行評估，我們會提供特定技術方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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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 街區特徵 
街區特徵取決於許多要素，包括土地利用模式、其發展的規模、其建築設計、著名的地

標存在、行人體驗，以及其他多種物理功能，包括交通和行人模式、噪音等。擬議行動

有可能改變塑造受影響地區街區特徵的某些要素。因此，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
初步評估街區特徵，確定在其他計劃分析方面（土地使用、分區和公共政策；社會經濟

條件；開闊空間；歷史文化資源；城市設計和視覺資源；交通；及噪音）的預計變化是

否會影響街區特徵的定義特徵。分析會大量借助以上評估，確定是否可能對街區特徵造

成影響。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的要求，如初步評估確定擬議行動影響街區

特徵的定義特徵，我們會進行詳細分析。 

本部分會介紹塑造街區定義特徵的主要要素。評估會基於研究區域內的現有發展情況、

視覺資源、歷史資源、交通、噪音以及公共衛生（如有必要）。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本部分會概述任何規劃的發展專案以及預計可能影響街區特徵的公

共政策措施。 

本分析還會評估每個替代方案是否可能影響對街區特徵的定義，無論是顯著的不利影響，

還是在相關技術分析方面的綜合適度影響。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

的方法，如替代方案可能影響街區的定義特徵，我們會對街區特徵進行詳細的評估。 

6.5.12 施工 
施工雖然是臨時的，但會對周圍社區造成顯著的破壞性影響。施工分析首先會介紹擬議

施工方案，該方案用於評估每個替代方案可能造成的顯著不利施工影響。本分析會詳細

介紹所有專案要素的預計施工活動，包括重大專案要素的概念施工進度與物流。討論會

確定可能的施工階段與停車區、可能的駁船運輸位置、卡車進出東河公園內等施工地點

的路線、卡車進出點、活動的可能順序、保護民眾的安全措施，以及預計的施工工作小

時。本章還會介紹管理及評估施工工人與卡車運送之市、州及聯邦規定與政策。 

然後，根據下述方法，施工分析會評估與每個替代方案相關施工活動之可能的影響。如有

必要，我們還會討論避免、最大程度減少和/或消除潛在施工影響之措施。 

6.5.12.1 施工效益分析 

我們會使用 IMPLAN（影響分析規劃）經濟投入產出模式系統，分析施工期間的經濟效

益，估計直接及間接的就業、工資與薪金以及與專案施工和運作有關的總經濟產出。分

析會包括以下內容︰ 

• 直接影響指具體新投資的初始經濟效益；即包括直接的施工成本、就業需求以及

員工薪酬變化。 
• 間接影響指行業間因直接投資而發生之採購產生的支出影響。 
• 誘導影響指區域收入增加造成的影響。 

施工效益之經濟建模以每個替代方案的施工成本估計數據為基礎。專案效益分析還會定

性處理擬議專案帶來的社會與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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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2 開闊空間 

開闊空間分析會評估每個替代方案擬議施工活動對開闊空間之影響。施工活動可能影響東

河與史岱文森灣公園的大面積區域，包括臨時關閉或搬遷的公園資產或關閉的公園進出點。 

6.5.12.3 歷史文化資源 

歷史文化資源分析會評估每個替代方案的擬議施工活動是否會影響擬議專案區域或研究

區域內的任何考古或建築資源。 

6.5.12.4 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分析會評估每個替代方案擬議施工活動對自然資源之影響。評估會包括水中施

工期間（如駁船運輸疏浚與排污口安裝）懸移質沉積物臨時增加、噪音等其他施工相關

擾動，及棲息地的暫時喪失之影響；長期影響，如水循環、水質、沉積物運移與侵蝕變

化。 

6.5.12.5 有害物質 

有害物質分析會評估每個替代方案擬議施工活動對有害物質之影響，包括臨時擾動、存儲

以及清除可能有害的土壤與沉積物。 

6.5.12.6 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 

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分析會評估每個替代方案擬議施工活動對供水與下水道基礎設施之

影響，包括臨時關閉或更改基礎設施。本部分還會介紹臨時更改或關閉供水與下水道基礎

設施（如排水）所需之所有的施工許可證。 

6.5.12.7 能源 

能源評估會包括定性討論施工期間之能源需求與使用。分析會介紹能源任何施工設施（如

應急發電機、柴油）相關的能源需求以及對現有能源來源的可能影響。 

6.5.12.8 交通 

本部分將考慮施工各階段期間車輛行車道、人行道等臨時/局部關閉問題；確定因施工活

動而增加的人次、車次；確定去往專案區域的卡車路線；介紹與評估對街道運作的任何

臨時更改（如需要）；以及分析對服務於研究區域之交通系統的潛在臨時影響。分析會

包括 1 級（出行生成）與 2 級（出行分配）篩選評估，以確定分析臨界值是否被超過。

如需要，我們會確定與分析專案區域附近重要交叉點在擬議行動施工期間可能遭受的顯

著不利交通影響。我們也會處理施工工人停車與卡車運送階段問題。據預計，擬議行動

之部分材料會透過駁船運送，一些施工作業會在水中進行。本部分也會介紹預計的駁船/
拖船/船隻之數量，討論施工活動對東河海上交通之影響。我們會介紹施工高峰期間預計

每小時的施工卡車及駁船數量，以及對兩種運輸模式的累計預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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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9 空氣品質 

現場施工設備、公路上施工車輛以及灰塵生成施工活動之排放物均可能影響空氣品質。

通常，許多施工用重型設備由柴油發動機提供驅動，包括海上船舶，如船式起重機及拖

船，因此會產生相對高含量的氮氧化物 (NOx) 與顆粒物 (PM)。施工活動產生的揚塵也包

含顆粒物 (PM)。最後，汽油發動機產生相對高含量的一氧化碳 (CO)。因此，施工活動主

要令人擔憂的空氣污染物包括二氧化氮 (NO2)、空氣動力學直徑小於或等於 10 微米及 2.5 
微米（PM10 與 PM2.5）顆粒物 (PM) 以及一氧化碳 (CO)。評估會確定施工期間是否遵守清

潔空氣法案 (CAA)。 

本部分還會介紹施工強度以及距離敏感受體（如居民）之距離。根據高峰施工期間之活

動強度，施工空氣品質影響分析會包括對排放物之詳細的定性討論或定性分析（如利用 
AERMOD 擴散模型計算預計濃度）。 

詳細的定性分析會估計揚塵排放量及施工設備排放物。然後，該分析會定性審查排放強

度、持續時間以及附近敏感受體相關地點之預計活動與設備；確定任何所需之專案特定

控制措施，以進一步降低施工影響，以及消除任何對空氣品質的顯著不利影響。降低影

響之策略包括︰減少柴油設備；清潔燃料；最佳尾氣減排技術；使用符合規定排放標準

之設備；及揚塵控制措施。 

對於定性分析，我們會使用 AERMOD 預計濃度，確定現場施工活動期間以及當地道路上

因施工產生之交通對空氣品質的可能影響 。我們會預計最有代表性之最壞情況時間段期

間，每個敏感受體施工活動造成之令人擔心的每種污染物（一氧化碳、顆粒物及氮氧化

物）之濃度。透過比較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NAAQS) 之建模濃度及適用微量臨界值之

建模增量，我們會確定可能的顯著不利影響。 

此外，清潔空氣法案 (CAA)（42 U.S.C. 7401 以及下列等等），尤其是第 176 (c) 與 (d) 禁
止對未遵守國家實施計劃 (SIP) 之專案提供聯邦援助。因此，本部分會對符合情況進行分

析，確定擬議施工活動是否符合國家實施計劃 (SIP) 中的區域策略。在違反標準之任何受

體地點，我們會進行進一步分析，確定需要採取什麼緩解措施以達到標準。 

6.5.12.10 噪音 

施工噪音評估會包括對施工設備不同噪音水準的詳細定性討論，包括移動來源。根據預

計施工活動與設備，分析會保守估計強度、持續時間、附近敏感位置相關噪音排放物地

點。在施工作業（見圖 21，了解收集的噪音測量地點）的預計小時期間，我們會比較預

計噪音水準與現有的衡量水準。如需要，分析會確定所需的專案特定控制措施，降低施

工影響，及避免或消除任何顯著不利影響。這些措施可能包括隔音屏障、設備窗簾或隔

音罩、噪音更小的設備、設備搬遷、聲學額定窗戶及通風的替代手段。 

如詳細的定性施工評估表明需要進一步分析，我們會進行定性分析（即使用聯邦公路管

理局 [FHWA] 道路施工噪音模式[RCNM] 及 CadnaA 模式進行噪音水準建模），確定現場

施工活動期間以及當地道路上因施工產生之交通對噪音的可能影響 。在最有代表性之最

壞情況時間段期間，我們會對每個敏感受體施工活動之噪音水準進行建模，並審查措施

的可行性、實用性及有效性，以避免或最大限度減少任何顯著不利影響（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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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3 環境正義 
行政命令 12898（美國聯邦行動，解決少數族裔人口及低收入人口中的環境正義問題）要

求聯邦機構考慮他們可能資助或批准的行動是否對低收入或少數族裔人口具有任何不成

比例的較大及不利的環境或人類健康影響。由於擬議行動需要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HUD) 執行國家環境政策法案 (NEPA) 下的審查後授予聯邦批准，遵照《環境品質委員會

根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案制定之環境正義指導意見》（1997 年 12 月）的指導與方法，環境

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考慮擬議行動是否可能對少數族裔及低收入人口具有任何不成

比例的較大及不利影響。環境正義分析還會被紐約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 用於與擬議

許可行動有關的環境許可審查程序以及環境品質審查法案 (SEQRA) 應用中，且根據紐約

州環境保護部 (NYSDEC) 對環境正義之政策 CP-29 「環境正義與許可」之規定，該分析

必須提供。該分析還依賴於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中的其他技術分析，用於確定影

響，認識到對少數族裔或低收入人口的影響不同於對普通人口的影響。 

對於每個替代方案，該環境正義分析會利用地方及州機構與其他來源的現有資料，確定

及介紹研究區域內的現有人口資料。資料收集會包括編輯研究區域的種族和族裔及貧困

狀態資料，確定少數族裔或低收入群體。為確定研究區域內的少數及低收入人口，我們

會分別從美國人口普查局《2010 年人口普查》和《2009 至 2013 年美國社區調查 (ACS)》
收集資料，大體上了解研究區域內的所有人口普查群體。為了便於比較，我們會將研究

區域的資料彙總為一個整體，並為紐約市曼哈頓和其他四個行政區編輯資料。 

環境正義分析會確定任何對研究區域內無行動替代方案相關的少數族裔或低收入群體之

不成比例的較大及不利影響。對於每個替代方案，環境正義分析還涉及以下步驟︰ 

• 確定對擬議行動對研究區域內少數族裔及低收入群體可能造成的顯著不利影響。 

• 評估擬議行動對少數族裔及低收入群體可能造成的總體顯著不利影響，確定可能對這

些群體的任何顯著影響是否不成比例，以及不成比例及不利的程度。 

• 概述每個替代方案相關的公眾參與力度以及對少數族裔或低收入人口任何有針對性的

宣傳。 

6.6 緩解措施 
針對以上討論分析中確定的顯著專案影響，我們會確定及評估措施，以緩解這些影響。

對於無法有效緩解的影響，我們會將其描述為不可避免的不利影響。此任務將提供配套

的技術分析，以解決緩解問題，並概述結果。 

6.7 累積影響 
環境影響陳述書草案 (DEIS) 會結合相同區域和時間框架內正在施工和/或運作的其他專案

考慮每個替代方案的累積影響，並進行評估。本分析中的專案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

容︰ 

• 愛迪生聯合公司整治專案； 
• 愛迪生聯合公司長期韌性專案； 
• 42 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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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岸韌性 (ESCR) 專案 工作範圍草案 

• 東河公園改善專案（即東 6 街區，網球場）； 
• 休斯頓街立交橋復原專案； 
• 醫院街 (Hospital Row) 韌性投資專案（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VA) 紐約醫療中心）； 
• 威廉斯堡大橋安全改善專案； 
• 紐約市房管署 (NYCHA) 韌性改善專案； 
• 下東城生態中心堆肥中心及人工濕地專案； 
• 太陽能一號專案； 
• 全市客運服務； 
• 衛生車庫東 26 街部； 
• 其他研究區域內及周邊韌性專案，及 
• 私人開發。 

6.8 概述章節 
根據《城市環境品質審查 (CEQR) 技術手冊》之規定，我們會編製數個概述章節，側重於

介紹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之各個方面。概述章節如下︰ 

1. 行動綱要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技術章節完成後，我們會起草簡明的行動摘要。

行動摘要會利用環境影響陳述書 (EIS) 正文的相關材料，介紹擬議發展與行動、

其環境影響、緩解這些影響的措施以及擬議發展與行動之替代方案。 
2. 無法避免的不利影響。上述影響，如無法避免或得到切實緩解，則會列入此章節

中。 
3. 擬議專案之發展誘導方面。本章節會重點介紹擬議專案是否可能在周邊地區引起

新的發展。 
4. 無法挽回的資源投入本章節會重點介紹能源、施工材料等資源，如專案建造完成，

則這些資源的投入無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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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Typical Reinforced Berm Cross-Section

NOTE: Preliminary Illustrative Design Concept Typical Cross-Section for Project Area One



Figure 7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Typical Floodwall with Reinforced Berm Cross-Section

NOTE: Preliminary Illustrative Design Concept Typical Cross-Section for Project Area One



Figure 8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Typical Floodwall Cross-Sections

NOTE: Preliminary Illustrative Design Concept

Typical L-Wall Cross-Section, Project Area One

Typical I-Wall Cross-Section, Project Area One



Figure 9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Typical Swing Gate
Illustrative Designs

Document Title

Typical Section
Swing Gate in the Open Position

Swing Gate in the 
Closed Position



Figure 10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Typical Steel Roller Gate
Illustrative Designs

03_escr draft report main text_revised_df 91

Document Title

Typic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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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 Roller Gat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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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Typical Crest Gate
Illustrative Designs

Typical Section

Crest Gate in Closed Position



Figure 12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Typical Demountable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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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b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Schematic of Alterna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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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bEAST SIDE COASTAL RESILIENCY PROJECT
NYC DDC Capital Project: SANDRESM1 Schematic of Alternative 3

NOTE: Based On Preliminary Draft Desig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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