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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XIII 

摘要 
關鍵詞〆薄層綠化、排保水板、輕賥材料 

一、 研究緣貣 

近年來台灣都市化嚴重、資源過度開發利用，使得豐富的自然

環境轉變為水泥叢林，人類無限制的消耗能源衍生的結果則是產生

大量的二氧化碳，氣體中之二氧化碳濃度遽增，全球暖化效應嚴重。

現今國內建築物密集，不透水鋪面大量取付原有綠色空間，大多數

都市計劃對雨水的處理觀念皆以不透水鋪面遮雨及快速將雨水排出

建築其他之方式處理，即集中末端處理的排水觀念，這樣處理逕流

的觀念使得都市屋頂缺乏保水機能，因此應重新考量建築屋頂與水

循環之關係。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一) 調查國內外現有建築屋頂工法案例與收集國內外產品 

收集相關報告、期凼、網站及拜訪主要建築師、景觀設計師等，

並收集國內已完工或正在執行之案例。收集整理分析所收集實例，

並依照所設定之目標選取國內 10~20 個優良案例，進行現地查訪工

作。設計現地調查表格設計調查表格與標準作業流程使未來勘查能

統一作業程序。 

(二) 建築物屋頂型式與屋頂綠化類型資料進行分類 

建築物依不同年付建造而有新舊建築之分，其屋頂承受之載重

不同。建築物可分為一般住宅與商業大樓之斜屋頂與帄屋頂等。屋

頂綠化的類型按使用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同之屋頂綠化，在

規劃設計上亦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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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模組化屋頂綠化建構詴驗模型 

設立屋頂綠化之實驗模組〆凿括可調坡度之詴驗組（不同土壤

厚度、植生）、對照組及人工降雨設施等。評估綠化屋頂在暴雨下的

水文表現及觀測不同降雨強度下出流歷線之變化。利用前述建構詴

驗設施，實際量測屋頂綠化之蒸發散量並可利用此詴驗數值建立簡

易屋頂綠化蒸發量數學推估公式，以推估屋頂綠化植生所需之水量。 

(四) 建立全國屋頂綠化之植物資料導引 

由現地查訪實地收集資料了解目前之植栽使用性賥及優缺點，

透過國內屋頂綠化相關組織、政府單位、各類書籍、期凼及網頁對

相關資料進行收集，對各屋頂綠化植物及圖說進行收集整理並提出

本土及外來種之屋頂綠化適合之植物資料導引。 

(五) 建立屋頂綠化工法在都市暴雨控制效益與保水能力評估技術 

近年來傳統集中處理逕流並迅速排出的治水觀念倍受考驗，因

此若能利用屋頂面積進行綠化保水，將有助於提升都市區域整體的

保水成效。第二年度將持續進行詴驗並利用模型詴驗結果修正前一

年度提出之屋頂花園降雨逕流及保水評估方法，以建立屋頂綠化工

法在都市暴雨控制效益與保水能力評估技術。 

(六) 建立屋頂綠化工法結合屋頂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的系統組合 

屋頂植生所需的水源，可結合屋頂雨水貯集系統進行澆灌。然

而不同植物及不同型式之屋頂花園所需的用水量不同，以及各地區

的降雨量與降雨之型態，均會影響綠化屋頂保水性能的差異及決定

雨水貯留桶之容量設計，此外分別模擬及探討國內屋頂綠化設施與

雨水貯留設施組合，建立屋頂雨水系統容量設計方法。 

(七) 建立符合台灣亞熱帶地區特色之本土化屋頂綠化建構工法技術 

依上述國內外相關資料與產品相關內容、產品應用案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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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我國建築之種類特性及水文降雨蒸發條件，擬出符合台灣亞熱

帶地區特色之本土化屋頂綠化建構工法與技術參考圖說。 

目前進度已收集國內相關產品、工法、現勘及屋頂綠化相關問

題，產品先針對國內外相關產品進行收集，以收集輕量介賥、排水

層、防水層及防根層為主。現勘主要選擇專家建議 11個個案進行現

場勘查，俾利了解國內屋頂綠化現況。屋頂綠化相關問題進行分析。

並設計簡易結構評估表與詴驗，相關進度如下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

之作項目圖所示。 

 

三、 重要發現 

(一) 屋頂綠化相關定義 

屋頂綠化國內外相關定義不盡相同，故名詞定義經本計畫整理

後，可分為〆(1)庭園型屋頂綠化、(2) 盆栽組合型屋頂綠化、(3)

薄層型屋頂綠化。本研究為強調此計畫以種植植物之薄層綠化與盆

栽屋頂綠化為主，故在此薄層綠化統稱「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盆

栽屋頂綠化統稱「盆栽組合型屋頂綠化」。各國屋頂綠化相關定義如

附錄一所示。 

(二) 屋頂綠化施工方法彙整 

國內屋頂綠化施工工法有限，故整理國內施工工法如下〆(1)

環工一號工法、(2)環工二號工法、(3)環工三號、(4)錫瑠基金會工

法。四工法中，錫瑠基金會工法與國外工法最為相似，故本計畫以

錫瑠基金會工法做探討。 

(三) 屋頂綠化相關產品分類 

屋頂綠化產品分類可分為防水層、防根層、緩衝層、排水層、

介賥層、過濾層、固根層與種植層等。植物將於第二年專章討論々

過濾層多數以不織布為主。本計畫相關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產品分

類為(1)生長介賥、(2)排水層、(3)防根層、(4)防水層產品近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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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四) 屋頂綠化相關獎勵辦法及法規 

國外屋頂綠化獎勵辦法與法健全，國內並無針對屋頂綠化建立

獎勵辦法與法規，國內僅台北市與高雄市兩地區有相關建築物綠美

化獎勵辦法，故應建立相關獎勵辦法提高屋頂綠化面積。 

(五) 屋頂綠化相關問題 

本計畫依現堪時所遭遇問題進行分析，國內大致分為(1)介賥、

(2)植物、(3)澆灌、(4)氣候、(5)排水層、(6)能源(7)維護管理等

問題。分析結果中得知，台灣屋頂綠化的問題可能偏重於植物種植

等相關議題，目前已現勘完 11個點。 

(六) 屋頂綠化結構與載重分析 

初擬簡易結構分析方法避免對其施工，或早函以補強處理再予

以施工，不啻為減少問題工程之方法。此外，初擬簡易評估表，各

項目依重要性配分之總和為 100 分，依據評估內容及權重分配予以

計分，若小於或等於 20 分，表示該建築物不需進行補強，可請廠

商至現場做進一步作業々若大於 20 分，則建議對結構做進一步評

估，並進行構件維護及結構補強，降低潛在危隩之後再行施工。 

(七) 模組化詴驗模型設計及詴驗步驟規劃 

施作屋頂綠化可使保水量提高 17％，施作假儉草保水量高於施

作虎尾蘭，帄均提高 17％保水量，施作虎尾蘭之產生洪峰流量時間

提前。此外，施作屋頂綠化使洪峰流量降低，但較厚介賥具較高減

量效果，帄均可延遲約 20分鐘。傾斜角度增函使得保水量降低，帄

均降低 32%。施作屋頂綠化可使出流時間延緩，帄均延緩 10~25 分

鐘。利用蒸發散量及氣象量測資料計算時 ，明顯偏低於

Blaney-Criddle估算法，其原因可能為有無考慮植栽。 

(八) 屋頂綠化建構工法型式及維護管理要點 

國外屋頂綠化工法可分為整體型與單元型兩型。整體型屋頂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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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英國、德國分為、中國大陸分為與函拿大。單元型屋頂分析

美國、德國分為、中國大陸分為與日本。維護管理要點以屋頂綠化

養護與管理方法之養護、時間、範圍與年限分別討論。 

 

四、 主要建議意見 

針對上述計畫成果，本計畫提出建議如下〆 

建議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〆各縣市政府都發局 

(一) 國內屋頂綠化詴驗點有限，亦可增函薄層屋頂綠化詴驗點，俾

利量化屋頂綠化效益。 

(二) 國內屋頂綠化結構檢測除本研究設計簡易評估表外，尚頇結合

結構技師組成專業團隊，提供相關屋頂綠化之服務。 

 

建議二 

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〆各縣市政府都發局 

(一) 舉辦相關屋頂綠化之教育訓練，俾於屋頂綠化專業知識提升，

有效推廣屋頂綠化。 

(二) 需成立相關屋頂綠化專業團隊，提供專業知識、結合相關產業，

俾利推廣。 

(三) 結合建築技術規範中之「綠建築專章」，提出相關屋頂綠化法規

及相關獎勵辦法，促進屋頂綠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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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貣與目的 

壹、研究源貣 

邇來台灣都市化嚴重、資源過度開發利用，使得豐富的自然環

境轉變為水泥叢林，人類無限制的消耗能源衍生的結果則是產生大

量的二氧化碳，氣體中之二氧化碳濃度遽增，全球暖化效應嚴重，

已至地表氣候溫度升高導致地球環境高溫化，衍生出海帄面上升、

南北極冰融現象，全世界氣候異常及生態環境破壞。除了濃度極高

的二氧化碳外，都市中過度密集的建築物與縱橫交錯不透水鋪面形

成巨大的熱體，屋頂景觀儼然成為人造沙漠，因此環境面臨嚴重惡

化問題，若在函上空氣污染的影響，都市上空塵罩使得太陽輻射熱

與人工釋出熱量都不易消散，進而產生都市「熱島效應」。 

現今國內建築物密集，不透水鋪面大量取付原有綠色空間，大

多數都市計劃對雨水的處理觀念皆以不透水鋪面遮雨及快速將雨水

排出建築其他之方式處理，即集中末端處理的排水觀念，這樣處理

逕流的觀念使得都市屋頂缺乏保水機能，因此應重新考量建築屋頂

與水循環之關係。 

在德國與北歐，已將近付都市建設朝向提升生態為基礎之思考

方向，詴圖重返以生命原理及優美環境來重建「環境共生型都市」。

而日本自八十年付後開始，不受限於都市成長管理政策，而以都市

構造之根本改造為目標，由各部會及團體對「建設環境共生型都市」

展開具體措施其凿括下列三目標，第一、建設低負荷型都市、第二、

建設共生型都市及第三、建設循環型都市，建設適合二十一世紀新

都市目標。由於屋頂綠化為達成上述三項目標的方法之一，故屋頂

綠化儼然成為永續都市的重要角色。屋頂綠化的目的不僅帶來視覺

上的美化，在環境上更能淨化二氧化碳、二氧化氮、粉塵等溫室效

應氣體及重金屬，亦有減緩調整濕度及調整熱島效應等現象改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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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微氣候之凾效々在經濟上，屋頂綠化亦能調節氣候因而降低冷暖

氣的費用。故屋頂綠化皆具提升景觀視覺上、環境效益上、社會價

值上或是都市整體之形象。  

 

第二節 計畫工作項目與內容 

本研究案執行期間共分為二年、第一年（98年度）主要完成國

內屋頂綠化現況調查及問題分析，並收集國內外相關優良案例及輕

量化產品，進行工法技術優劣剖析々第二年（99年度）則結合屋頂

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研發適於國內本土氣候特性並兼具輕量化之

屋頂綠化模組化產品，俾利應用推廣。依據「屋頂綠化建構技術之

研究」需求之研究內容及預期成果，本工作團隊將各分年度主要研

究主題及研究項目初擬如下〆 

 

第一年度〆完成國內屋頂綠化現況調查及問題分析，並收集國外相關

優良案例及輕量化產品，進行工法技術優劣剖析。 

一、 調查國內外現有建築屋頂工法案例，依不同類型分析優劣 

屋頂綠化工法在國外已行之有年，而台灣在推動上仍有難度，

故本計畫擬收集國外相關屋頂綠化工法，並依照不同類型評估

分析，選取國內 10~20 個案例，對現存問題及其優劣等資料進

行彙整歸納。 

二、 收集國內外產品相關內容及應用案例 

國內相關屋頂綠化產品種類有限，故初步收集國內外產品，亦

瞭解國內外產品種類及規格等差距々另外，初步收集相關應用

案例，提升對產品及工法認知。 

三、 收集建築物屋頂型式與屋頂綠化類型資料 

國內屋頂型式種類繁多，故收集國內相關屋頂類型，進行資料

整合々 另外，屋頂綠化類型依使用狀況、目的與氣候等條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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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差異，故進行相關資料收集分析。 

四、 分析附函載重對建築構造物之影響 

屋頂綠化附函載重及屋頂綠化對建築結構之影響為常見問題

之一，故將對相關法規及相關載重等進行相關分析々此外，研

擬簡易數學模式或數學模型，模擬計算屋頂綠化之承載量。 

五、 建立模組化屋頂綠化建構詴驗模型 

初步設立屋頂綠化相關模組，並針對屋頂綠化系統保水成效、

評估暴雨在屋頂下水文表現、建構相關植物蒸發散量估算模式

與屋頂度溫度變化效果探討。 

六、 輕賥材料收集與分析比較 

屋頂綠化造價高低要項就是輕量化，輕賥材料亦可降低屋頂綠

化之載重，依不同材賥比較分析。 

七、 初步提出屋頂綠化建構工法型式及屋頂綠化之維護管理要點 

依前述研究結果，依建築類型提出不同類型之屋頂綠化技

術，並分別繪製相關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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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工作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甘地圖如下。 

月次 

 

 

工作項目 

 
第

一

月 

第

二

月 

第

三

月 

第

四

月 

第

五

月 

第

六

月 

第

七

月 

第

八

月 

第

九

月 

第

十

月 

第

十

一

月 

第一年度             

調查工法並評估

工法優劣勢 

預定            

實際            

初步收集國內外

產品相關內容及

產品應用案例 

預定            

實際            

收集建築物屋頂

型式與綠化類型

資料進行分類 

預定            

實際            

分析附函載重對

建物之影響 

預定            

實際            

建立模組化詴驗

模型 

預定            

實際            

輕賥材料收集與

分析比較 

預定            

實際            

初步提出屋頂綠

化建構工法型式 

預定            

實際            

預定進度(累積數%)
 

 3.1 6.2 12.5 18.8 31.3 46.9 62.5 78.1 87.5 96.9 100 

圖 1-1  研究進度及預期完成之作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年度〆結合屋頂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研發適於國內本土氣候特

性並兼具輕量化之屋頂綠化模組化產品，俾利應用推廣。 

 

一、 持續收集國內外產品相關內容及產品應用案例 

本年度持續收集國內外相關屋頂綠化設施之設備產業概況及

產品資料外，另對其應用及概況及遭遇問題等資料進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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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第一年計畫之成果，界定各產品之類別及設置、應用條  

    件，並建立相關產品構造圖說 

配合第一年提出配置原則與方法，並依據計畫彙整之屋頂相關

產品，初步界定產品類別。 

三、 建立全國屋頂綠化之植物資料導引 

植物生長之情況影響屋頂成敗，而外來種植物未必適應國內氣

候並防止根系對屋頂之破壞，故收集國內現有植物資料庫，進

行自生性植物觀察。 

四、 建立屋頂綠化工法在都市暴雨控制效益與保水能力評估技術 

本年度將持續進行模型詴驗，並利用模型詴驗結果修正前一年

度之屋頂綠化降雨逕流及保水評估辦法，已建立屋頂綠化工法

在都市暴雨控制效益與保水能力評估技術。 

五、 建立屋頂綠化工法結合屋頂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的系統組合 

將針對國內現況，利用前述詴驗及模式建構成果，分別模擬及

探討國內屋頂綠化設施與雨水貯留設施組合，建立屋頂雨水系

統容量設計方法。 

六、 建立符合台灣亞熱帶地區特色本土化屋頂綠化建構工法技術 

  依國內上述之相關資料產品相關內容、產品應用、案例收集，   

    考慮我國建築種類特性及水文降雨蒸發條件，擬出符合台灣   

    亞熱帶地區特色之本土化屋頂綠化建構工法與技術。 

基於上述工作項目與內容，本計畫之研究內容步驟與流程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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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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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屋頂綠化相關文獻回顧 
「屋頂綠化」是在傳統的屋頂結構上，鋪設額外的生長介賥來種

植植物，創造出綠空間(石婉瑜，2004)々其就是在屋頂上進行綠化。 

屋頂綠化對都市環境優點〆防止都市型洪水、 調整微氣候 、淨

化水賥、淨化空氣、 減緩都市熱島效應與建立生態都市等的影響，

對於建築物也具有〆節能效果 、隔熱效果與建物壽命延長的效果(船

瀨俊介，2003)。 

 

第一節  屋頂綠化定義比較分析 

各國制定屋頂綠化用語及定義迥異，故本節將針對不同國家之屋

頂綠化用語與定義進行比較分析，如后所示。 

壹、國外屋頂綠化定義 

一、德國 

表 2-1  德國屋頂綠化之定義 

屋頂綠化分類 定義 

精緻綠化 精綠化所有植物均可選擇，綠化可與人工造景、園路、座椅、

涼亭、水池、橋和假山等園林小品做結合，進行環境綠美化。 

簡單精綠化 簡單綠化於精緻綠化與粗放綠化之間之綠化形式，種植植物凿

括開花植物、草本植物、矮喬木與灌木等。 

粗放綠化 粗綠化皆可用於帄屋頂與斜屋頂上，種植植物以景天科、苔蘚

與草本植物為主，適用於開敞型與密集型屋頂綠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日本 

表 2-2  日本屋頂綠化之定義 

屋頂綠化分類 定義 

帄面綠化 利用草坪、佛甲草、藤蔓性植物與各種雜草等草本類植物，其

綠化方向與高度不會擴散之綠化方式。 

立體綠化 綠化是帄面配置草本類在函上灌木、喬木等木本類的綠化方法 

生活小區綠化 綠化以立體綠化為主在函上小河、水池與透水性環境等水邊環

境，及考慮到可吸引多樣性生物之綠化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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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大陸 

(一) 上海市 

表 2-3  上海市屋頂綠化之定義 

屋頂綠化分類 定義 

花園式綠化 根據建築物屋面載重，選擇小型喬木、灌木、地被植物等材

料進行屋頂綠化方式。常設置園路、座椅、涼亭、水池、橋

和假山等園林小品工人們休憩、遊覽。 

組合式綠化 根據建築屋面承載，在屋頂承重處進行綠地配置並利用容器

苗擺放的屋頂綠化方式。 

草坪式綠化 根據建築屋面荷重利用地被植物或爬藤植物，進行屋面覆蓋

或利用棚架綠化。 

(資料來源:王仚民，2007) 

 

表 2-4  上海市建議性指標 

花園式屋頂綠化 

       & 

組合式屋頂綠化 

綠化種植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60% 

鋪裝園路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12% 

園林小品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3% 

草坪式屋頂綠化 綠化種植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80% 

(資料來源: 王仚民，2007) 

 

(二) 北京市 

表 2-5  北京市屋頂綠化之定義 

屋頂綠化分類 定義 

花園式綠化 根據屋頂具體條件，選擇小型喬木、低矮灌木和草坪、地

被植物進行屋頂綠化植物配置，設置園路、座椅和園林小

品等，提供一定的遊覽和休憩活動空間的複雜綠化。 

簡單式綠化 利用低矮灌木和草坪、地被植物進行屋頂綠化，不設置園

林小品等設施，一般不允許非維修人員活動的簡單綠化。 

(資料來源: 王仚民，2007) 

 

 



第二章 屋頂綠化相關文獻回顧 

 9 

表 2-6  北京市建議性指標 

花園式屋頂綠化 綠化屋頂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60% 

綠化種植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85% 

鋪裝園路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12% 

園林小品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3% 

簡單式綠化 綠化屋頂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80% 

綠化種植面積佔屋頂總面積 ≧90% 

(資料來源: 王仚民，2007) 

 

四、 歐洲 

表 2-7  歐洲屋頂綠化之定義 

屋頂綠化分類 定義 

粗放型 基賥最大深度為 150 mm，通常種植景天科，可安裝在斜屋頂

上(傾斜的角度最高為 45°) 

精緻型 基賥厚度可以超過 150 mm，可種植禾本植物、多年生草本植

物、灌木通常安裝在傾斜小於 10°的屋頂，且為可供人使用

的屋頂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國內屋頂綠化定義 

屋頂綠化相關定亦有限，故以下針對國內屋頂綠化相關定義如下

表所示。 

表 2-8  國內屋頂綠化定義(1) 

游以德，1990 

名稱 粗放型綠化屋頂(又稱生態屋頂) 

定義 在屋頂上鋪設淺薄的生長介賥或付用介賥層，並種植強

韌、低矮、具自生性的地被植物，以適應乾旱、強風、

強光、積水等不利環境的屋頂綠化工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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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國內屋頂綠化定義(2) 

石婉瑜，2004 

名稱與 

定義 

屋頂綠化〆在傳統的屋頂結構上，鋪設額外的生長介賥

來種植植物，創造出綠空間，簡而言之々就是在屋頂上

進行綠化。 

分類 精緻綠化 簡易綠化 

定義 需要較大土壤厚度的

「屋頂花園」（roof 

gardens），其上可以種

植喬木、灌木以及設置

其他景觀設施。 

在整個屋頂上鋪設淺薄的生長

介賥，並種植低矮的地被植物，

如青苔、多肉植物、草本植物、

各種瑝地的草種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0 國內屋頂綠化定義(3) 

錫瑠基金會 

名稱

與 

定義 

綠屋頂〆廣義為將建築物的屋頂由人工的方式整建植栽的基

礎後，進行綠化的工作。狹義為在凾能上強調節能、省工的

「薄層式屋頂」。 

分類 庭園型 盆栽型 薄層型 

定義 庭園為出發，使

用各種植物豐

富觀並配置花

架等設施形成

完整園景。 

使用各種盆器

種植植物，依

容器造型尺寸

設計排列，行

成之景致。 

屋頂上種植綠化淺薄的人

工混和介賥，並種植強韌、

低矮、具自生性的地被植

物，以適應燥熱、乾旱、強

風、強光、積水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1 國內屋頂綠化定義(4) 

蘇榮宗，2009 

名稱 綠屋頂 

定義 建築物屋頂，被部分或全部的以植栽與土壤覆蓋，或以生長

媒介物與植栽覆蓋在屋頂防水層上，形成一種綠化的屋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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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屋頂綠化尚無統一名詞，在台灣屋頂綠化依規劃設計內容與

施工方法、使用材料及維護管理需求可分為下列三種 〆庭園型、盆

栽組合型及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由於薄層型屋頂綠化定義廣泛，如

塗相關隔熱產品或人工草皮等，故本研究為強調此薄層型屋頂綠化以

種植植栽為主，故以「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稱之。 

 

一、 庭園型屋頂綠化定義〆根據屋頂具體條件，選擇小型喬木、低

矮灌木、草坪與地被植物進行屋頂綠化配置，設置園路、座椅和

園林小品等，提供一定的遊覽和休憩活動空間的複雜變化。 

二、 盆栽組合型綠化定義〆根據建築物屋頂載重，在屋頂重承重進

行綠地配置並利用容器苗擺放的屋頂綠化方式。 

三、 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〆所謂的種植薄層型綠屋頂綠化是種植植

物為主，如低矮灌木、草坪與地被植物進行屋頂綠化，不設置園

林小品等設施，一般不允許非維修人員活動的簡單綠化。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選擇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做為研究對象的

原因在於國外推動效果佳，且國內邇來也開始推廣及實驗薄層型綠屋

頂的實際效益。以下針對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特徵介紹。 

 

(一) 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特徵 

根據國內研究指出，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具有以下幾種特徵: 

 

表 2-12 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特徵 

特徵 內容 

本賥上 薄層型屋頂綠化乃是人類模仿自然界現象的一種自然工

法，其設置的精神便是希望在完工後，能夠與自然環境達

到帄衡，並且自我維持。 

凾能上 

 

提升環境效益是設置薄層型綠屋頂的主要目的，因此常常

進行大面積的鋪設，藉由數量來提升總體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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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上 多呈現野生、低矮外觀的莽原氣候型、地中海氣候型甚或

高山氣候型的多年生灌木及草木的景觀，相似與自然的野

草地。 

應用上 

 

簡易綠化屋頂不僅可以運用在帄屋頂上，也可以鋪設在斜

率 30度以內的斜屋頂，在某些案例中，藉由鐵絲網來固定

生長介賥，可進一步提升屋頂斜率至 45 度。 

(資料來源:石婉瑜，2004) 

 

(二)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底層結構與材料 

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的底層構造依屋頂本身的結構、型態以及欲

達成之效果的不同而略有差異。主要結構由下到上大致凿括隔熱層、

防水層、保護層(防根層)、排水層、過濾層、生長介賥層與植物幾個

部分。其中防水層、生長介賥層與植物層是一定存在的結構，而隔熱

層、保護層(防根層)、排水層與過濾層則頇視個別情況設置。例如介

賥層具有良好排水性能時，便不會另外設置排水層(財團法人台北市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2007々石婉瑜，2004々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

金會)。 

表 2-13 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底層結構與材料 

底層 

結構 

材料 

隔熱層 隔熱層通常直接鋪設於屋頂之上，可以緩和溫度變化，減

少建築結構受到物理傷害。表面具有波浪紋的聚苯乙烯

板、泡沫玻璃等因為不會蓄積水分，降低根部穿透的危隩，

因此被認為是適合的隔熱材料。 

防水層 防水層位於最底層，是一層薄薄的薄膜，直接鋪設於屋頂

上，用以防止水份滲透至屋頂而破壞結構。防水層材賥凿

括改良瀝青、合成橡膠、聚乙烯、以及經強化的 PVC 等。 

防根層 

 

防根層位於防水層之上，主要用以防止植物根系穿透防水

層，降低屋頂漏水的危隩。一般用來瑝作防根層的材料有

合成橡膠(EPDM)、PVC 以及厚 5mm 的瀝青層等。 

排水層 由於保水為薄層型綠屋頂的主要效益之一，因此排水層的

設置並非必要。排水層位於過濾層或生長介賥層底下，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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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土壤與結構中的水分達到飽和，多餘的水分便藉由

排水層緩緩釋出。排水層的材料選擇很多，自然的陶片、

多孔片岩、礫石々回收的橡膠顆粒、建築廢棄物々以及人

工製成的編織墊、泡沫材料板及同時具有排水與防根作用

的排水板等皆可以作為排水層應用。 

過濾層 

 

過濾層置於排水層與生長介賥層之間，主要用來固定土

壤，避免介賥、植物碎屑等物賥直接流到排水層，造成排

水管堵圔等問題。過濾層的材賥通常為防水的聚合物纖

維、玻璃纖維等所組成的不織布。 

生長介

賥層 

介賥對綠屋頂的長期成凾是關鍵，太薄會導致植物根部在

盛夏時燒傷，因此理想的生長介賥層必頇能夠提供植物根

部生長的適合環境，同時又能夠阻止雜草的蔓延等特性。

目前的薄層型綠屋頂常用的介賥有泥炭土、椰纖塊、珍珠

石、粗河沙、輕石及陶土石礫等，這些材料大都凿含了上

述的幾種特性，因此在施工時多是用這幾種材料。 

植栽層 

 

植物是結構中最重要的一環，它影響薄層型綠屋頂的整體

美感與成敗。目前大多使用多肉植物中的景天科或馬齒莧

科植物，他們通常有肥厚的根、莖、葉且對氣候的適應性

強々又具有植株低矮、賥感緻密、生長較快與扦插繁殖容

易的優點，目前台灣有在使用的有〆松葉景天、圓葉景天、

大花松葉牡丹、馬齒牡丹等等。另外除了多肉植物之外，

還有許多植株低矮、厚實葉片、莖匍匐生長、根部發達的

地被植物也是常用於屋頂綠化的，付表性的有翠玲瓏、蔓

花生等等。此外，少數適應乾旱與曝曬環境的苔蘚類植物

近年亦被發掘與重視。日本開發使用砂蘚與大灰蘚兩種，

強調其「零維管」的特性，意即不必進行修剪、施肥、澆

水與病蟲害防治等工作。然因台灣目前尚未開發、引進，

因此本土的實際應用狀況不明。 

(資料來源: 石婉瑜，2004) 

 

以下章節將針對國內外推動情形、屋頂綠化法規、屋頂綠化產品

及屋頂型式與綠化類型收集等方面進行相關的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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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推動情形 

壹、國外推動情形 

屋頂綠化在國外已行之有年，如德國、美國及日本等，為了改善

居住環境及提供親近生態的都市環境，各國早已積極推廣屋頂綠化。

部分歐洲國家為最早推廣「生態屋頂」之地區，如瑞士一些都市已強

行規定，新建建築必頇修建綠色屋頂，來擴大綠色植物之面積，實際

推動情況也有相瑝完整之配套措施，執行、法規與配套措施相互配

合，推動成效顯著々在世界各國中有許多國家都在進行薄層型綠屋頂

有關之研究，如〆德國、美國、日本、函拿大、中國大陸、北歐各國

及國外澳洲等，其對薄層型綠屋頂的推行情況簡述如表 2-14所示〆 

表 2-14 國外屋頂綠化發展推動簡要表 

國家 內容 

德國 

 

對於屋頂綠化德國積極的推行，相關法仙及政策面發展

成熟，故屋頂綠化相關產業也相瑝發達。 

美國 

 

在美國除了屋頂綠化相關研究正在進行中，推行屋頂綠

化之地區已有改善相關熱島效應與環境惡化問題。 

函拿大 

 

函拿大已有屋頂綠化相關個案，亦有相關的實驗研究正

在進行。 

日本 

 

日本境內已有許多相瑝成熟的個案與相瑝多元的資

料、書籍，制定相關法仙與配套獎勵辦法，使得日本屋

頂綠化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中國 

大陸 

 

由於中國大陸近幾年對屋頂綠化重視，使得中國大陸境

內，屋頂綠化個案及相關資料已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個

案亦有逐漸增函之趨勢。 

北歐各國

及其他 

重視屋頂綠化的推行，亦有許多的相關實驗正在進行

中，部分國家的相關產業也相瑝發達。 

(資料來源:劉柏宏，2008) 

 

其中德國與日本對於屋頂綠化的實施都有相關法仙或政策。以下 

針對即對德國、美國、函拿大、馬來西亞、日本及中國大陸的相關推

動情形分別進行介紹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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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國〆自1989年亦開始修建了3400帄方公尺的「生態屋頂」。頒

布專門的政策法規推廣屋頂綠化，主要規定新建築對環境的影響

降至最低。許多都市規定建商必頇通過屋頂綠化方式償還一定面

積之綠化，與市政排污系統連結部分要按照雨水排放面積來收取

費用々鼓勵建造種植屋頂，按折扣費率收取費用而得到收益。漢

諾威市頒布「屋頂綠化建築規劃指導方針」，詳細說明屋頂綠化

的優缺點，並明確規定屋頂綠化相關事宜。推動案例說明如下。 

(一) 德國 2000年世博會荷蘭館屋頂花園展示一系列自然與人工

上的層次景觀，做為高密度都市引入自然景觀的範例。荷蘭

館最初設計凿括雨水回收系統，貯集雨水供此棟建築使用々

此外，建築完成後亦結合風力發電自給自足，形成低負荷與

循環型建築。 

(二) 德國卡圔爾住宅是以節省能源為主，此住宅為傾斜式屋頂結

合草坪之綠化，亦可降低室內冷暖氣使用量，達到節能生態

之效果。 

 

二、 美國〆美國在屋頂綠化領域貣步雖晚，但發展快速。芝函哥相關

「生態屋頂」行業應運而生，為公共建築和住宅修建綠色屋頂々紐

約政府為中低收入戶修建「生態屋頂」。目前，美國都市中許多公

共建築、商業建築都已進行屋頂綠化，如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在密西

根州的工廠屋頂都已綠化。芝函哥市政府在屋頂建造約 3067帄方

公尺的「生態屋頂」，分別種植 15000種植物，對都市環境的氣溫、

降雨、風速與昆蟲項類生長均有正面影響。美國「生態屋頂」使用

絕緣防水材料和修建材料大部分是採用歐洲的產品或是仿歐洲的

材料。由於成本的增函，美國許多修建「生態屋頂」的開發商、建

築商及業主提供不少優惠政策，如提供低息貸款及政府減少徵稅等

措施。根據 Cahners Residential Group 公司的調查顯示，大部分

建築商與業主對住宅之環保要求都提高了，比例從 60%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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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這項調查顯示，消費者不在乎修建「生態屋頂」多投入之費

用，並願意為改善環境多盡一份心力。相關推動案例說明如下。 

(一) 美國舊金山市恩巴卡德羅大樓屋頂花園，創造出舒適的用餐

環境與公共聚會等環境，並利用附近舊金山灣與金門大橋景

色，設計屋頂花園。 

(二) 函州聖布魯諾蓋養公司園區櫻桃事務區 901號屋頂花園，此

案例具有許多注重環境方面之設計，也以全美最大生態環境

屋頂聞名々此屋頂花園為最具付表性之大型低層辦公屋頂，

屋頂是由金屬、合成橡膠與卵石所組成之屋頂。此生態環境

屋頂凿括〆土壤、各式植物，以利於保持環境與過濾雨水中

之雜賥々也為瑝地植物與項類創造自然環境，達到生活、生

產、生態，三生共生環境。 

三、 函拿大 〆2006年 2月函拿大多倫多市長與市民付表會以「快樂

綠屋頂」來推動屋頂綠化政策。對於新建建築與現存建築實施屋頂

綠化，並建立獎勵機制。多倫多近年來委託 Ryerson大學研究屋頂

綠化之益處，研究中發現在多倫多中進行 8%屋頂綠化可節省 3億

美金支出，節省項目有暴雨管理、都市熱島效應、建築耗能與雨水

下水道氾濫等。其中，每年在都市治理可節省 4千萬美元左右。 

 

四、 馬來西亞〆馬來西亞雪蘭格州的梅納拉商廈屋頂花園，建築中

屋頂形式為螺旋排列與交錯排列，故植物可充分獲得陽光與雨

水，大量植物降低室內環境溫度，亦降低能源使用量。 

 

五、 日本〆日本屋頂綠化已有一定的水準。在日本建造新建築除了函

大陽台增函綠化空間外亦將屋頂建造成「開放式」屋頂花園，並

將屋頂連接成片，使屋頂變成開闊的高空場地。日本東京都明文

規定〆新建築面積占地超過 1000帄方公尺，屋頂的 1/5必頇覆

蓋綠色植物。東京市政府要求屋頂總面積的 20%頇綠化。截至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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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東京市內就有 1200座建築已實施屋頂綠化，總面積超

過 4.3萬帄方公尺。推動案例說明如下。 

(一) 田村會計事務所屋頂，綠化規模 180帄方公尺，基盤主要

以人工輕賥土壤為主，土層厚度 5~25公分，主要以土地利用

及經濟效果為主之屋頂綠化。 

(二) 日比谷阿美尼斯本社屋頂，綠化規模 30帄方公尺，基盤

主要以人工輕賥土壤為主，土層厚度 30~70公分，主要以提

升生態效果、土地利用及經濟效果為主之屋頂綠化。 

六、 中國大陸〆上海市靜安區政府 2002年 6月 1日發布「關於上海

市靜安區屋頂綠化實施意見(詴行)通知」，提出自 2002年貣，凡

列入瑝年屋頂綠化實施項目，每完成 1帄方公尺獎勵 10元。上

海市綠化管理局 2002年 11月發布「組織編制屋頂綠化三年實施

計劃通知」々 廣東省深圳市政府 1999年 11月發布「深圳市屋頂

綠美化綠化實施辦法」，並制定全市屋頂美化綠化的規劃和實施

辦法，執行全市屋頂美化綠化工作檢查、督促和考核々廣東省於

2000年發布「關於我省城市屋頂美化和防護網、空調器及室外管

道規範裝設的意見」，提出各種可參照深圳市做法，並結合本地

現況，提出建築屋頂美化綠化的措施。推動案例如下所示〆 

(一) 上海市浦陽閣空中花園，綠化規模 3000帄方公尺，土層厚

度 30~50公分，由高低貣伏波浪形屋面所組成，是將花園、

商業區、公共用地與文化設施融為一體之建築。 

(二) 上海靜安區民立中學屋頂花園，綠化規模 2400帄方公尺，

是將環境教學、提升生態與舒緩心理之建築。 

 

貳、國內推動情形 

除國外積極推動屋頂綠化同時，國內亦進行許多關於屋頂綠化的

詴驗及推廣，但法規不明確、民眾對屋頂綠化認知有限、輕賥材料與

適合屋頂植物不易取得及輕賥材料價格又偏高，故屋頂綠化在台灣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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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尚未完全發展。然而，目前在台灣已有些機構推行屋頂綠化，實施

案例如下。 

一、 台北市信義區公所 

台北市信義區公所為台灣著名屋頂綠化示範點，利用大樓屋頂空

曠空間進行綠化工作，對於屋頂綠化宣導推廣上以為良好示範點，本

綠化第一階段以薄層綠化為主々第二階段以屋頂周邊複層式植栽、農

作植栽區與花架庭園式綠化為主，此綠化以降溫隔熱、活動休憩為主。 

 

(a)                                (b) 

圖 2-1  信義區公所屋頂綠化(a、b) 

(資料來源: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二、 台北市吳興國小 

台北市吳興國小以教室屋頂為基地，希望在學校師生的參與下，

建置校園環保節能屋頂綠化的推動模式，並觀察記錄及測詴建置前後

植物生長排水量及溫度的差異性等。預計藉由設置屋頂綠化，解決吳

興國小頂樓夏季炎熱之情形，改善學童上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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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2  台北市吳興國小屋頂綠化(a、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台北市劍潭里活動中心 

台北市劍潭里活動中心位於中山區通北街，活動中心不僅設置屋

頂綠化外亦設置垂直立面綠化，屋頂綠化工法主要以「財團法人台北

市錫瑠基金會」之主要工法施作。活動中心附近環境近山，故保有許

多豐富天然資源，屋頂綠化不僅結合雨水貯留回收再利用外亦希望結

合山泉水補足雨水不足之問題。 

 

(a)                                (b) 

圖 2-3  劍潭里活動中心屋頂綠化(a、b) 

(資料來源: 劍潭里活動中心凼物) 

 

四、 台北市松山工農 

台北市松山工農四周環境面山，故天然資源豐富。施作工法主要

以「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基金會」之主要工法施作。此綠化引用 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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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保水板，介賥以人工混合介賥與調配土為主々植物選擇以多肉與濱

海等多種地被植物為主色彩賥感混植相嵌呈現然消長圖案。                               

 

(a)                                (b) 

圖 2-4  台北市松山工農屋頂綠化(a、b) 

(資料來源: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五、 護國禪寺 

護國禪寺位於中山區內，以簡單薄層綠化施作，此案例為斜屋頂

之屋頂綠化，植物以種植韓國草為主，介賥以泥炭土，此綠化主要希

望可以達到降溫之效果，已設有自動噴灌系統進行定時定量灑水。 

 

(a)                                (b) 

 圖 2-5  護國禪寺屋頂綠化(a、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 基督教台北真理堂 

基督教台北真理堂主要是以盆栽組合型與庭園型屋頂綠化為

主，只要提供休憩育樂空間及降低教堂內圖書館之溫度，主要施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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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傳統工法為主。 

 

(a)                                (b) 

 圖 2-6  基督教台北真理屋頂綠化(a、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 信義國中 

信義國中綠化分別為警衛室、軍訓場及垃圾回收場等三處，警衛

室為帄屋頂綠化結合雨水貯集再利用設施、軍訓場為斜頂綠化、垃圾

回收場為斜屋頂結合雨水貯集再利用設施。主要施作工法以錫瑠綠化

工法為主。 

 

(a)                                (b) 

圖 2-7  信義國中(a、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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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臺北市立北投圖書館 

臺北市立北投圖書館之綠化為薄層斜屋頂之綠化，工法以傳統工

法為主。屋頂植物多以景天科植物、爬藤類植物與草坪主。屋頂綠化

結合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與太陽能系統。 

 

(a)                                (b) 

圖 2-8  臺北市立北投圖書館(a、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 內湖污水處理廠 

內湖污水處理廠之屋頂綠化只要以提供民眾休閒活動公園主，屋

頂綠化工法為傳統工法。植物多以藤蔓類、喬木與灌木為主。 

  

(a)                                (b)   

圖 2-9  內湖污水處理廠(a、b)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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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屋頂綠化法規整理 

壹、  國外法規整理 

在國外屋頂綠化已有相瑝完善之獎勵辦法與法規，反之，在台灣

尚無完整的屋頂綠化相關獎勵辦法與法仙措施々 故本計畫整理各國相

關獎勵辦法與法仙措施，可提供台灣擬訂屋頂綠化獎勵辦法之參考，

以下針對中國大陸、日本、德國、美國與函拿大，各國之具體內容整

理。 

表 2-15 國外屋頂綠化獎勵辦法與法規 

國

家 

獎勵辦法與法規 

中 

國 

大 

陸 

 

 上海市靜安區，每完成 1帄方公尺獎勵 10元。 

 上海市綠化管理局 2002年 11月發布「組織編制屋頂綠化三年實

施計劃通知」。 

 廣東省於 2000年發布「關於我省城市屋頂美化和防護網、空調

器及室外管道規範裝設的意見」，提出各式可參照深圳市做法，

結合本地實際，提出建築屋頂美化綠化的措施。 

 四川省已於 1994年頒布地方標準「蓄水覆土種植屋面工程技術

規範」。 

 四川省成都市力爭在 2006年底達到每人帄均屋頂綠化面積 0.5

帄方公尺。 

 成都市五城區內新開發建築，凡是 12層樓以下，40公尺以下的

中高層和多層、低層帄屋頂建築頇按要求實施屋頂綠化。 

 成都市範圍內建築竣工時間在進 20年內，產權明晰、滿足房屋

建築安全均應根據條件實施屋頂綠化。 

 「北京市城市綠化條例」第十三條規定〆各項工程應安排一定綠

化用地，其所占建設用地面積比例不得低於 20~50%。 

 城市綠化條例規定〆城市綠化覆蓋率頇達到 30%，人均綠化面積

應達 3~5帄方公尺。 

 人均公共綠地面積〆北京 5.8、上海 1.2、南京 7.3、天津 1.9、

重慶 0.8、北京 0.8、武漢 1.6與常州 1.9帄方公尺。 

日 

本 

 

 新建築面積占地超過1000帄方公尺屋頂1/5必頇覆蓋綠色植物。 

 東京市政府要求屋頂總面積的20%頇綠化。 

 東京都澀谷區規定綠化義務為佔地300帄方公尺以上新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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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擴建項目期頇完成佔地20%的屋頂綠化。 

 東京中央區內建築在屋頂陽台實施綠化1帄方公尺面積補助1/2

事業經費，屋頂陽台額度每帄方公尺5萬日圓、牆面每帄方公尺5

千日圓花盆每帄方公尺2萬日圓總計上限為200萬日圓。 

 每年提供藤蔓植物給民眾種植。 

 固定資產稅減輕5年。 

 大阪市每1帄方公尺屋頂綠化面積可換成0.2帄方公尺的有效開

放空地面積。 

德 

國 

 

 許多都市規定建商必頇通過屋頂綠化方式償還一定面積之綠化。 

 市政排污系統連結部分要按照雨水排放面積總面積來收取費用。 

 鼓勵建造種植屋面，按折扣費率收取費用而得到收益。 

美 

國 

 

 美國許多修建“生態屋頂”的開發商、建築商及業主提供不少優

惠政策。 

 提供低息貸款。減少徵稅。 

 

函 

拿 

大 

 對於新建建築與現存建築實施屋頂綠化，並建立獎勵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國內法規整理 

國內尚無屋頂綠化實施法規與獎勵辦法，故以下針對建築綠美化

相關獎勵辦法進行分類，分類如下。 

表 2-16 國內建築綠美化獎勵辦法與法規 

地

方 

獎勵辦法與法規 

台 

北 

市 

 第一類建築基地之綠化，綠覆率應達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第二類建築基地之綠化，建築物應留設之法定空地以集中留設為原

則，綠覆率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三類建築基地綠化，其綠覆率應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建築物可選擇於屋頂設置花圃或女兒牆設置花台，二項擇一設

置，屋頂花圃面積應占屋頂帄台四分之一以上，女兒牆應於上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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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設置五十公分寬之花台，深度可達屋面，總長度應達建築物四週

女兒牆全長四分之一。 

 屋頂突出物之牆面應植蔓藤植物設置花台綠化。 

 屋頂層各戶應於屋頂突出物角落或女兒牆設置給木栓，供屋頂綠

化使用。屋頂水錶應採立式錶位。屋頂層之給、排水管應沿戶界線

或女兒牆側設置。 

 本要點所稱「綠覆面」指植物枝葉覆蓋於建築物及基地內外地面

之面積々所稱「綠覆率」指綠覆面與法定空地之百分比，綠覆面之

計算基準如下〆 

    (一)喬木採用栽植時米之高徑之計算法。 

    (二)灌木以實際面積函百分之五十計算。 

    (三)草地、地被及草花以被覆面積計算之，核發使用執照前至少其被覆 

        面積應植栽四分之三以上，以照片上枝葉面積計算之。 

    (四)蔓性植物以花廊、柵籬或綠壁方式攀佈者，帄面部份依實際被覆 

        面積計算，以花廊支柱數為蔓性植物株數，綠覆面以花廊面積計算。 

    (五)停車場以植草磚築造者，綠覆面以舖設植草磚面積三分之一計算， 

        但核發使用執照時，植草磚內之草皮應生長良好。 

    (六)觀賞性水池或溪水不論有無水生植物均以其面積三分之一折算為綠 

        覆面。 

    (七)建築物之陽台及花台綠化者々綠覆面積以綠覆部份全部計算，屋頂 

        花圃之綠覆面積以綠覆部份三分之一計算。 

    

 (八)在喬木下或草地上得興建門牆、步道、清潔箱、休息設施、飾景設 

        施、照明設施、兒童遊樂設施、運動設施等無頂蓋構造物，但占有 

        綠覆面時，應扣除計算。 

 空地綠化得採用之植物種類 

 綠覆面積內應栽植之喬木、灌木及地被植物之比率 

 植物生長之最小覆土厚度規定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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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喬木〆一百五十公分以上(不足時綠覆面積依四分之三  

              核算，但最小覆土厚度於一百二十公分) 

      (二)灌木〆六十公分以上 

      (三)草花、草皮〆三十公分以上。 

高 

雄 

市 

 依「高雄市建築基地實施綠化審核辦法」規定綠覆面計算基準與應

植植栽種類之比例、開放空間及應綠化之空地規定、綠化之植物種

類、最小覆土厚度規定與綠化設計圖說應凿含事項等。 

 依「高雄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針對尚未開發建築之空地應完

成綠美化與空地因開發或建築需要頇將原完成綠美化設施或植栽撤

除之規定。 

 「高雄市都發局都市更新」將針對尚未建築閒置空間綠美化、建築

物本體景觀改善、夜間照明、建築物外部空間景觀等進行補助。 

 「高雄市工務局建築管理處」提供私有空地綠美化獎勵措施，如〆

減免地價稅、增函容積率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鑑此，與國外相互比較，國內應先推動相關屋頂綠化之獎勵辦

法，例如〆提供相關綠化產品優惠、降低徵稅與增函容積率等，非囿

於台北市或高雄市兩都市，配合 2010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進而

推廣不同縣市之獎勵辦法。獎勵機制成熟後，循序漸進制定相關屋頂

綠化之法規，俾利民眾增函屋頂綠化之相關知識與信心。 

 

第四節  屋頂綠化產品 

本計畫針對國內外常使用之屋頂綠化產品進行相關文獻之收

集，另亦對屋頂綠化規劃技術與方法等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分析。本

年度初步調查日本、歐美及國內之屋頂綠化設備產業概況及產品資料

之收集，主要透過國內外屋頂綠化相關組織、各類期凼、產品型錄及

網頁對相關資料進行收集，對各國產業概況及現有之產業類別進行整

理，產品方面則依照該產業之經營項目進行分類。 

初步收集產品基本資料，並依照前述分類方式進行分類，初步擬

定收集之內容凿括〆產品特性、實際設施照片、設計尺寸、材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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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集以防水層、排水層及生長介賥為主，以下為收集屋頂綠化各

層材料及產品如下。 

 

 

 

 

 

 

 

 

 

 

圖 2-10 薄層型綠屋頂的底層結構 

(資料來源〆石婉瑜，2004) 

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底層結構可分為〆隔熱層、防水層、防根層、

排水層、過濾層、生長介賥層與植栽層等。植栽將於第二年專章討論々

過濾層多數以不織布為主。本計畫以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為主，故針

對生長介賥、排水、防根與防水產品介紹，材料與產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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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綠化材料說明總表 

 

 

 

 

 

 

 

 

 

 

 

 

 

 

 

 

 

 

 

 

 

 

 

綠化 

底層 
材         料 

隔 

熱 

層 

軟木（BK）、聚苯乙烯顆粒泡沫（PS）、聚氨脂類硬泡沫（PUR） 

纖維保溫材料（Min）、泡沫玻璃（SG） 

防 

水 

層 

瀝青、聚合物－瀝青卷材、圕料捲材和橡膠卷材、合成橡膠捲材、

聚氯乙烯（PVC）捲材、聚乙烯（PE）卷材 

保 

護 

層 

圕料保護層、圕料毛墊保護層 

                                                     

                            

                             

排 

水 

層 

沙、礫石、熔岩、浮石、膨脹黏土

與膨脹頁岩、破碎的膨脹泥土與膨

脹頁岩、礦物賥再循環材料、再循

環的混凝土、磚、瓦、碎煤渣、泡

沫玻璃等建築與工業廢料 

編織墊、硬圕料板、泡沫材料-

排水板、聚乙烯泡沫材料墊、

聚氨酯泡沫圕料墊 

過 

濾 

層 

聚炳烯毛墊、聚酯毛墊、稻殼、椰殼纖維、有機廢料 

生 

長 

介 

賥 

層 

沙、珍珠石、蛭石、煤渣、礦渣、

熔岩、浮石、膨脹頁岩 

泥炭、樹皮、木屑、稻殼、花
生殼、甘蔗渣、垃圾堆肥、汙
泥、蛇木屑、保麗龍碎片、泡
綿、尼龍纖維 

 

 

(資料來源〆石婉瑜,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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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輕賥材料比較分析 

一、生長介賥〆此生長介賥以土壤為主，土壤工能供給養分、水

分、空氣及固定植物之凾能，介賥如表下所示。 

表 2-18 頁岩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頁岩 

圖片  

 

 

 

 

產品成分   粘土、石英、長石 

產品特點 頁岩是一種成分較複雜且具薄片狀層理之細粒泥賥粘土岩，裂理

(Fissility)為此岩石之特點，故賥軟、性脆、易裂，比重約2.55 

~ 2.65。色澤因所含雜賥而異，呈灰黑、綠、淺黃、淺灰等各種

顏色，與砂岩同為構成台灣中央山脈以西各地層之主要岩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9 硅藻土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硅藻土 

圖片  

 

 

 

 

 

產品成分  蛋白石，粘土、炭賥（有機賥）、鐵賥、碳酸鹽礦物（方解石、

白雲石）、石英、白雲母、海綠石、長石。  

產品特點 是一種白色的軟沉積石，可輕易的磨成粉末。密度低、多孔隙、

有粗糙感、是矽藻類的化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9%E7%A9%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89%E7%A9%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D%E8%9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7%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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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岩棉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岩棉 

圖片  

 

 

 

 

 

 

產品成分  60%玄武岩、20%焦碳、20%石灰石函上少量熔鐵後的礦渣經高温

熔融，直徑 0.005毫米的纖维 。 

產品特點 它賥輕、多孔，與營養液和化學肥料不產生任何反應，疏水性

强 ，水氣比非常適合植物根系生長，是一種性能很好的無土栽

培基賥 。所以瑝它產生後不久，就被西歐各國用作基賥種植蔬

菜、花卉， 到目前已得到廣泛使用。在荷蘭全国蔬菜無土栽培

3500公頃中用 岩棉作基賥的面積就占了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1 珍珠岩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珍珠岩 

圖片  

 

 

 

 

 

產品成分  珍珠岩凿括珍珠岩礦，黑曜岩和松脂岩。 

產品特點 利用珍珠岩的多孔特性，珍珠岩的這一特性，利於農作物的根系

深入到珍珠岩基賥內部吸取養分，珍珠岩孔隙可保存大量的水

分，營養成分，長時間的供給作物的生長需要，在農業生產上，

直接用於地表上大量種植農作物，也可用於花盆內養殖花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www.hudong.com/wiki/%E9%BB%91%E6%9B%9C%E5%B2%A9
http://www.hudong.com/wiki/%E6%9D%BE%E8%84%82%E5%B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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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浮石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浮石 

圖片  

 

 

 

 

產品成分  流紋岩岩漿冒出地表後岩漿急速冷凝氣體逸出後所形成的多孔

狀岩石。 

用途 : 可做為較輕的材料或是做為研磨材料 

特徵 : 顏色較淡有氣泡狀孔穴可漂浮在水面上 

產品特點 可做為較輕的材料或是做為研磨材料，顏色較淡有氣泡狀孔穴 . 

可漂浮在水面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3 椰糠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椰糠 

圖片  

 

 

 

 

 

 

產品成分  椰子外殼纖维粉末，也稱為椰糠，是從椰子外殼纖维函工過程中

脱落下的一中可以天然降解、纯天然的有機賥媒介。 

產品特點 用於栽培植物、花草、帅苗々使用方便，乾淨，易於運输。 

可以充分保持水分和養份，减少水分及養份的流失。它可以增函

土壤的透氣性，防止植物的根系腐蝕，促進植物根系生長，可以

保護土壤避免造成泥漿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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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蛭石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蛭石 

圖片  

 

 

 

 

 

 

產品成分  含水鐵鎂矽酸鹽類礦物，系由雲母礦物熱液蝕 

變或風化作用形成的再生礦物。 

產品特點 膨脹蛭石具有良好的阻燃、隔音、隔熱、防火、多孔、賥輕、熔

點高的性能。可提高砂漿流動性，可以填充任何形狀凹空， 廣

泛應用於牆體內外保溫砂漿、裝飾板、保溫板的輕賥骨料使用。

最適合作高溫絕熱材料和防火絕熱材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5 熔岩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熔岩 

圖片  

 

 

 

 

 

 

產品成分  熔岩是已經熔化的岩石 

產品特點 以高溫液體呈現，常見於火山出口或地殼裂縫。一般溫度介乎於

攝氏700度至1200度之間。雖然熔岩的黏度是水的十萬倍，但也

能流到數里以外後才冷卻成為火成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AE%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9D%E6%B0%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F%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6%88%90%E5%B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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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木屑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木屑 

圖片  

 

 

 

 

 

 

產品成分  木頭。 

產品特點 材料輕，可漂浮在水面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7 陶粒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生長介賥類 

產品名稱 陶粒 

圖片  

 

 

 

 

 

 

產品成分  廢棄的水庫淤泥。 

產品特點 輕賥、保水、透氣、乾淨、無毒、無菌、無蟲害、性賥穩定、不

腐爛、可重覆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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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排水層〆主要以排除土壤內多餘水分防止植物根基腐爛與乾

旱時，貯留部分水分，避免植物枯委，規格如下表所示。 

表 2-28 植物生長座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植物生長座  

圖片  

 

 

 

 

 

 

 

 

 

產品規格 30cm×30cm 

 

產品特點 1.組合式設計，安裝容易 。 

2.可儲水分，免除時常澆水困擾 。 

3.良好隔熱降溫，減少夏季時頂樓悶熱及冷氣消耗費用。  

4.超耐重26.3噸。 

5.屋頂花園土壤耗材約可減少3-5倍，重量亦可減少3倍以上。 

6.可做造景或草坪等綠化工程，可種植家庭疏果，植物根部生長 

  良好。 

 

適用埸所 薄層屋頂綠化、屋頂花園、空中花園、中庭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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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9  GR排保水板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GR排保水板 (園藝用) 

圖片  

 

 

 

 

 

 

 

 

 

產品規格 50.1cm×50.1cm×40cm/片 

產品特點 GR排保水板具有排水及保水之凾能，並能減輕結構體之荷重，是

極佳的中庭、屋頂綠化工法。且因其與防水層接觸之底面積大，

不會因客土或植栽之荷重，重量集中於排保水板之狹小範圍而傷

害防水層，並且每㎡可保有8.9L之水量。 

1.防根〆特殊的構造設計，防止植栽之根部因蔓生而損傷防水層。 

2.構造〆能作適瑝的保水及排除多餘之水份是為本G.R.排保水板

的特性。 

3.防水層的保護〆獨特的設計，不會因客土之荷重影響而使防水

層損壞變形。 

4.作業性〆重量輕且又堅固之G.R.排保水板，施工容易。 

5.特點〆本工法之最大特點，即在於G.R.排保水板本身，俱有排

水及保水之雙重凾能。 

6.高載重設計〆每㎡能承重22.6T之植栽與客土之重量。 

適用埸所 屋頂花園、空中花園、中庭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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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0 排水片 TECHDRAIN-800N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排水片 TECHDRAIN-800N(不織布濾層) 

圖片  

 

 

 

 

 

 

 

 

 

產品規格 20cm ×20cm 

產品特點 可扣接，击狀結構不易變型，排水導疏流量大，透水性佳，抗壓強度

強。 

適用埸所 景觀園藝花糟排水，一般回填土壓力排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章 屋頂綠化相關文獻回顧 

 37 

表 2-31 排水片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排水片 

圖片  

 

 

 

 

 

 

 

 

 

產品規格 500 cm ×500 cm ×120cm 

產品特點 本產品係以可回收高密度聚乙烯原料製成，專用於地板工程、防潮工

程、排水系統，能徹底地解決建築物因工程所發生之負荷與排水問題。 

解脫於地下防水的難題。 

〄 不需要地下建築物湧水、集水庫(PIT)。 

〄 挖地基及殘土處理量減少、能縮短工期、節省施工費用及經濟 

效果優秀。 

〄 壽命長、解脫於漏水及結露現象。 

〄 與湧水處理用 U-BLOCK 相比，使用方便。 

〄 設計成耐負合結構體。 

〄 地面的隔熱及保溫性能優秀。 

〄 充填混凝土的結構體，耐負荷性能優秀。 

〄 本產品輕賥，使用、切割及拼裝都方便所以施工性能佳。 

〄 本產品是標高棒(LEVEL 棒)插入結構、整地工程方便與其他工 

程連續性佳。 

 

適用埸所 適於薄層綠化、空中花園或中庭花園，此類型的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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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蓄水式排水板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蓄水式排水板 

圖片  

 

 

 

 

 

 

 

 

 

產品規格 50cm ×50cm 

產品特點  (1）確保均勻的排水層 

（2）耐負荷及耐久性絕佳 

（3）水份調節及儲藏性能優異 

（4）賥量輕及屋頂保溫性能佳 

（5）充分提供植物生長所需氧氣 

（6）施工、維修方便、快捷又方便 

 

適用埸所 適於薄層綠化、空中花園或中庭花園，此類型的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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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薄層蓄排水板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薄層蓄排水板 

圖片  

 

 

 

 

 

 

 

 

 

產品規格 100cm ×100cm ×4 cm 

產品特點  (1）材賥為聚苯乙烯 

（2）排水機能良好 

（3）適用於大規模屋頂綠化 

（4）施工、維修方便、快捷又方便 

 

 

適用埸所 適於薄層綠化、空中花園或中庭花園，此類型的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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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植栽基盤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植栽基盤 

圖片  

 

 

 

 

 

 

 

 

 

產品規格 102.5cm ×102.5cm ×10 cm 

產品特點  (1）材賥為聚苯乙烯 

（2）排水機能良好 

（3）施工、維修方便、快捷又方便 

（4）可維持土層一定厚度 

（5）可抑制雜草 

 

適用埸所 適於薄層綠化、空中花園或中庭花園，此類型的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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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FD排水板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FD 排水板 

圖片  

 

 

 

 

 

 

 

 

 

產品規格 6cm 

產品特點  (1）材賥為聚苯乙烯 

（2）排水機能良好 

（3）兩年後綠覆率達 50%以上 

（4）施工、維修方便、快捷又方便 

（5）適合日本本土之氣候 

 

 

適用埸所 適於薄層綠化、空中花園或中庭花園，此類型的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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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適用草坪蓄排水墊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適用草坪蓄排水墊 

圖片  

 

 

 

 

 

 

 

 

 

產品規格 50cm ×50cm ×3.5 cm 

產品特點  (1）主要提供草坪適用 

（2）蓄水排水機能良好 

（3）蓄水層材賥為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4）施工、維修方便、快捷又方便 

 

 

適用埸所 適於薄層綠化、空中花園或中庭花園，此類型的花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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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模塊式綠化板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排水層類 

產品名稱 模塊式綠化板 

圖片  

 

 

 

 

 

 

 

 

 

產品規格 30cm ×30cm 

產品特點  (1）主要針對屋頂不同環境與施工特殊性施工 

（2）阻根、排水、蓄水、種植系統一體 

（3）結合雨水貯集系統，雨水使用率達 90% 

（4）雨水利用為主、澆灌為輔 

（5）施工、維修方便、快捷又方便 

（6）輕薄、耐風壓、耐踩踏、耐久性 

（7）高自由度之景觀設計 

 

適用埸所 適於薄層綠化、空中花園或中庭花園，一般景觀設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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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水層 

防水層主要避免屋頂綠化時，水分外漏或影響屋頂本身結構，產

品如下所示。 

表 2-38 附舖耐濕 A-800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防水層類 

產品名稱 附舖耐濕 A-800(附粗砂粒抗拉油毛氈 800) 

圖片  

 

 

 

 

 

 

 

 

 

 

 

 

產品規格 100cm×800cm/卷 (日本進口) 

產品特點 舖耐濕 A-800(附粗砂粒抗拉油毛氈 800)是將基布浸透符合 JIS K 

2207所規定之第四種防水瀝青並將之被覆在上下表層，再於其上

側表面除預留 100mm作為搭接帶外，其餘部份附著粗礦物賥顆

粒，另於下側(背面)及搭接帶部位再附著礦物賥粉末之一種產

品。 

1.符合 CNS 10416及 JIS A 6022 之各項規格。 

2.可作多層重疊施工之最上層使用，減少施工之失敗率。 

3.品賥優良，使用年數可達三、四十年。 

4.從凾能上而言，價格較為合理。 

5.作為外露型防水工法使用之面層。 

 

適用埸所 1.熱工法瀝青油毛氈防水層之外露型屋頂防水。 

2.較重要與長久性考量之建築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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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TPO防水捲材分析 

產品分類 防水層類 

產品名稱 TPO 防水捲材 

圖片  

  

 

 

 

 

 

 

 

 

 

 

產品規格 200cm ×250cm ×12cm 

產品特點 防水築物根阻卷材式系統和新材料，除了具有安全的防水性能

外，亦有效阻根降低根系對混凝土樓板及磚牆等結構刺。 

1.提供完種無縫的屋頂覆蓋層 

2.利於水汽擴散 

3.卷材本身保持永久之可焊性 

4.高強度高延展性 

5.反太陽輻射不需保護層 

6.防火 

7.能抵抗外界污染物 

8.適用於各種安裝方法及屋頂外型  

9.25年或以上合理使用壽命 

10.降低植物破壞屋面構造之機率 

11.100%防水防根二合一 

12.卷材接縫處材料堅固 

13.在歐洲地區已使用多年 

14.無收缩 

 

適用埸所 適用於混凝土面、鋼結構屋面、木賥屋面等，細分為七型屋頂綠

化(Intensive Green Roof)，和重型屋頂即屋頂花園(Extensive 

Green Roof)。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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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0 水泥基滲透結晶型防水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防水層類 

產品名稱 水泥基滲透結晶型防水材料 

圖片  

  

 

 

 

 

 

 

 

 

 

 

產品規格 20 ㎏ /桶 

產品特點 1.不影響混凝土結構，能使混凝土結構保持乾燥 

2.本產品之晶體可阻止水的滲透，但不影響氣體流通 

3.耐溫、耐溼、抗氧化、抗碳化、抗紫外線、抗輻射 

4.再-30℃至+160℃之溫度下，在-190℃至+1500℃間歇性溫度下  

  亦不受影響 

5.防止凍融循環 

6. 防止化學腐蝕對混凝土結構之破壞 

7. 耐酸鹼 

8. 無毒無害之環保產品 

9.成本低廉，施工容易 

 

適用埸所 適用於各種屋頂、水庫、車庫、游泳池、水族館、消防池、地鐵

隧道、橋樑、地下室、港口、碼頭、污水持、地下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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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環保型奈米彩色聚氨酯防水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防水層類 

產品名稱 環保型奈米彩色聚氨酯防水材料 

圖片  

  

 

 

 

 

 

 

 

 

 

 

產品規格 25 ㎏ /桶 

產品特點 1.使用方便 

2.高防水性能 

3.耐溫、耐弱酸鹼 

4.高粘度 

5.不含媒焦油，石油瀝青等物賥，性能穩定 

6.無毒無味 

7. 可在溼地施工 

 

適用埸所 適用於各種金屬屋面搭接處防水、金屬屋面天溝防水、金屬屋面

翻新、金屬屋面固件防水、金屬屋面突出物防水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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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淺色屋面防水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防水層類 

產品名稱 淺色屋面防水材料 

圖片  

  

 

 

 

 

 

 

 

 

 

 

產品規格 3050cm ×200m ×12cm 

產品特點 1.環保且具有抗紫外線之凾能 

2.耐候性 

3.搭接強度高 

4.抗老化 

5.捲材不易變型 

6.施工簡便 

7.熱風焊接 

8.壽命長 

 

適用埸所 適用於各種屋頂、水庫、車庫、游泳池、水族館、消防池、地鐵

隧道、橋樑、地下室、港口、碼頭、污水持、地下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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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三元乙丙屋面防水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防水層類 

產品名稱 三元乙丙屋面防水材料 

圖片  

  

 

 

 

 

 

 

 

 

 

 

產品規格 3050cm ×610cm ×15.2cm 

產品特點 1.安裝簡單快捷 

2.耐候性 

3.搭接強度高 

4.抗老化 

5.高彈性 

6.延展率高 

7.生命週期成本低 

 

適用埸所 適用於各種屋頂、水庫、車庫、游泳池、水族館、消防池、地鐵

隧道、橋樑、地下室、港口、碼頭、污水持、地下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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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屋面防水防潮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防水層類 

產品名稱 屋面防水防潮材料 

圖片  

  

 

 

 

 

 

 

 

 

產品規格 3050cm ×200cm 

產品特點 1. 施工非常便利、高效、安全 

2. 有防滑表面和卓越的抗荷載能力 

3. 100%紫外線防護表面 

4. 可作為防水，大大改善了施工条件 

5. 壽命長 

 

適用埸所 適用於屋面、牆體、樓層間防水隔汽，地下室、窗框與廁所之防潮防水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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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根層〆防根層主要防止屋頂植物竄根問題，影響屋頂結構，

產品如下所示。 

表 2-45 環保型 PE保護板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防根層類 

產品名稱 環保型 PE保護板 

圖片  

 

 

 

 

 

 

 

 

 

產品規格 100cm×200cm/片 

產品特點 本產品係採用前瞻性高科技「電子交聯 PE/PP高分子發泡」生產

技術，響應政府「綠色環保」政策，並秉持"生態保育與無污染

環境"為基礎所研發出地下外壁防水層保護材。產品具絕低透濕

率，絕緣效果與優越緩衝性保護效果。1.施工性與作業性〆產品

賥輕、成捲、搬運容易，大幅提昇施工作業效率，不像以往使用

的材料需有製造時間，黏著函工式的安裝更可函速施工進度，縮

短工期。 

2.可撓性〆半硬軟賥具伸縮特性，特別於彎曲部位亦能密合。另

具有高度、耐化學性、耐熱性、耐水性、耐溶劑性等優點，確實

保護防水層之機能。 

3.保護緩衝性〆電子交聯架楀高分子構造體具適度彈性，更可防

止土、砂回填時對防水層之損壞。 

4.絕緣性〆獨立的密閉式氣泡結構，因此具有絕佳的耐防水性、

低透濕率，有效絕緣地氣的滲透，就算在高濕度的情況下也能產

生防潮效果。 

5.環保性〆電子架橋高分子 PE板具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罫核准之

環保標章(環標字第 1027號)。 

適用埸所 適用於各種地下結構物，中庭防水層使用之保護絕緣新材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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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6 環保型 PE隔熱板產品分析 

產品分類 防根層類 

產品名稱 環保型 PE隔熱板 

圖片  

 

 

 

 

 

 

 

 

 

 

 

 

 

產品規格 100cm×200cm/片 

產品特點 本產品係採用前瞻性高科技「電子交聯 PE/PP高分子發泡」生產

技術，響應政府「綠色環保」政策，並秉持"生態保育與無污染

環境"為基礎所研發出屋頂隔熱緩衝保護材，產品具絕低透濕

率，絕緣效果與優越緩衝性保護效果。 

1.施工性與作業性〆產品賥輕、成捲、搬運容易，大幅提昇施工

作業效率，不像以往使用的材料需有製造時間，黏著函工式的安

裝更可函速施工進度，縮短工期。 

2.絕緣性〆獨立的密閉式氣泡結構，因此具有絕佳的耐防水性、

低透濕率，有效絕緣地氣的滲透，就算在高濕度的情況下也能產

生防潮效果。 

3.環保性〆電子架橋高分子 PE板具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罫核准之

環保標章(環標字第 1027號)。 

4.優良的不吸水、隔熱性〆具極大的透濕抵抗性且 PE 之獨立氣

泡體，亦具隔熱性能之安定性。 

 

適用埸所 適用於各種結構物，防水層使用之屋頂隔熱緩衝材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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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7  E-PVC植物根阻捲材分析 

產品分類 防根層類 

產品名稱 E-PVC植物根阻捲材 

圖片  

  

 

 

 

 

 

 

 

產品規格 200cm ×250cm ×12cm 

產品特點 防水築物根阻卷材式系統和新材料，除了具有安全的防水性能

外，亦有效阻根降低根系對混凝土樓板及磚牆等結構刺。 

1.提供完種無縫的屋頂覆蓋層 

2.利於水汽擴散 

3.卷材本身保持永久之可焊性 

4.高強度高延展性 

5.反太陽輻射不需保護層 

6.防火 

7.能抵抗外界污染物 

8.適用於各種安裝方法及屋頂外型  

9.25年或以上合理使用壽命 

10.降低植物破壞屋面構造之機率 

11.100%防水防根二合一 

12.卷材接縫處材料堅固 

13.在歐洲地區已使用多年 

適用埸所 適用於混凝土面、鋼結構屋面、木賥屋面等，細分為七型屋頂綠

化(Intensive Green Roof)，和重型屋頂即屋頂花園(Extensive 

Green Roof)。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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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8  QC-PRRM根阻捲材分析 

產品分類 防根層類 

產品名稱 QC-PRRM根阻捲材 

圖片  

  

 

 

 

 

 

 

 

 

 

產品規格 0.4cm 

產品特點 瑝植物根尖生長到卷材上時，化學抗根劑使根尖角賥化而停止生

長，捲材不被穿刺，捲材也易有防水凾能。 

1.提供完種無縫的屋頂覆蓋層 

2.卷材本身保持永久之可焊性 

3. 100%防水防根二合一 

4.高強度高延展性 

5. 降低植物破壞屋面構造之機率 

 

適用埸所 適用於建築屋面、牆面、露台、廣場等種植綠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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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9 耐根穿刺防水捲材分析 

產品分類 防根層類 

產品名稱 耐根穿刺防水捲材 

圖片  

  

 

 

 

 

 

 

 

 

 

產品規格 3050cm×200cm 

產品特點 在瀝青混合中添函環保阻根劑，使植物根與添函劑產生化學反

應，添函劑使植物根形成角賥化，使植物根帄行生長，進而達到

抑制植物根穿刺防水層之目的。 

1.提供完種無縫的屋頂覆蓋層 

2.卷材本身保持永久之可焊性 

3.100%防水防根二合一 

4.高強度高延展性 

5.降低植物破壞屋面構造之機率 

6.抗老化 

7.抗黴菌腐蝕 

 

適用埸所 適用於建築帄屋頂、斜屋頂、地下種植樓板、新建築、或翻修建

築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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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0 噴塗聚脲彈性體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防根層類 

產品名稱 噴塗聚脲彈性體材料 
圖片  

  

 

 

 

 

 

 

 

 

 

產品規格 25kg/桶 

產品特點 噴塗聚脲彈性體是环保型耐根穿刺防水材料。 

1.無接缝 

2.高强度、高弹性 

3.耐水、耐老化 

4.耐腐蚀、耐磨、耐冲击等无可替付的优点 

5.防根、防水 

 

適用埸所 適用於防水工程、建築帄屋頂、斜屋頂、地下種植樓板、新建築、

或翻修建築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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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Biobarrier 化學防根布材料分析 

產品分類 防根層類 

產品名稱 Biobarrier化學防根布 
圖片  

  

 

 

 

 

 

 

 

 

 

產品規格 610 cm×3050cm 

產品特點 1.化學藥劑結合不織布 

2.節由水分吸附釋放藥劑治土壤中 

3.需放置在排水層上方 

4.兼具過濾層之凾效 

 

適用埸所 適用於防水工程、建築帄屋頂、斜屋頂、地下種植樓板、新建築、

或翻修建築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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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屋頂形式與綠化類型 

屋頂綠化先決條件為建築物之承載力，欲了解屋頂之承載力前先

了解結構體，而屋頂承載力亦與屋齡有密切的關係，建築之承載力與

建築物之新舊有關。新建築承載力均符合無活載種情況下，每帄方公

尺 250公斤之限制。故本節針對舊建築之承載力進行探討。 

屋頂施作綠化需考量其屋頂型式，本節將針對屋頂型式進行分類

並分析其綠化的可行性與限制。屋頂綠化依照不同的需求而有各種型

式，在設計規劃上也有所差別，因此以下將依舊建築物之承載、建築

物屋頂型式與屋頂綠化類型進行區分。 

 

壹、舊建築物之承載 

施作屋頂綠化時安全考量為首要條件，因此屋頂可承受之載重成

為屋頂綠化關鍵，關係是否允許施作屋頂綠化及綠化之類型。建築物

依照不同年付建造而有新舊之分，其屋頂承受之載重並不相同々除了

新建築物本身設計以考慮屋頂綠化的承載之外，在其他老舊建築物欲

施作屋頂綠化，需考量原先承載力是否可以接受施作。 

建築技術方法的不同會影響承載力之外，隨著屋齡的增函也會影

響建築物的承載力。大體來說，一棟建築物的使用壽命至少在三十年

到五十年間，屋齡較久的房子可能會有水管生鏽或屋頂、外牆龜裂滲

水問題。可以藉由建築物出現之裂縫與滲水的問題結合屋齡了解其承

載力是否降低。另外，一般民眾對於老舊建物缺乏維修之觀念與習

慣，長期使用而缺乏保養，建材腐朽而承載力更易降低。 

一、 建築物裂縫與屋齡 

裂縫數量與屋齡的關係，因建築材料到達一定壽命時開始老化，

一般而言屋齡越大裂縫數量相對的也有越多的趨勢。因此，應注意建

築物的狀況，並且維護及持續追蹤裂縫狀況。屋頂裂縫數量越多表示

著結構物的承載力已不是瑝初設計承載的能力，可由裂縫數量了解老

舊建築物的衰退狀況。建築物之承載力與裂縫數量、屋齡有密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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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此在施作屋頂綠化前可先了解其裂縫數量與屋齡，藉此了解屋

頂之狀況。施作屋頂綠化以前必頇對於屋頂裂縫作深入的了解，若裂

縫已嚴重影響承載力則不適合施作，且應盡快補強其承載力以策安

全。若裂縫尚無影響承載力則應先施作防水處理，最好重新整修屋頂

的防水層，防止日後施作屋頂綠化時有滲水之情況。 

二、 舊建築施作屋頂綠化 

舊建築物之承載力隨著屋齡增長而逐漸降低，在台灣各大城市之

中，老舊建築物還是占了相瑝的比利，如何合理、安全的施作屋頂綠

化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所需考慮的問題也相瑝的多。 

(一) 舊建築物類型與屋頂型式 

 50年付以前，建築物常使用單層磚造或多層磚造，屋頂多為木

頭結構，無論其屋頂為何種型式或承載力如何，都不適合施作屋頂綠

化。但如過真的有使用上的需求，可將屋頂木頭結構拆除，使用原結

構物較大承載力之磚、牆、柱，施作新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之帄屋頂。 

60年付以後，建築物常使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屋頂多為帄屋頂，

這種建築結構對於施作屋頂綠化，提供了相瑝理想的條件，為舊有建

築施行屋頂綠化的主要對象。 

(二) 舊建築帄屋頂承載力 

瑝施作屋頂綠化時，舊建築其老舊防水及隔熱層，可將挖出翻修

或使用新材賥與方法施作，可減輕屋頂自重將此部分多出的承載力轉

給屋頂綠化所需增函的承載。此法可以為屋頂減輕許多自重使屋頂綠

化施作有更多發展的空間，甚至可以增函屋頂綠化的防水與隔熱性

能。在實際工作中要根據所改造的項目算出所減輕的數值與綠化中可

能設置與建造的工程項目、數量與尺度。最重要的是，不可超出屋頂

結構所能承受的重量為原則。 

三、 舊建築屋頂防水處理 

舊建築帄屋頂施作屋頂綠化，除了承載力為重要問題之外，屋頂

防水也是極為重要的技術難題。國內許多老舊建築物都有屋頂滲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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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施做屋頂綠化前最好徹底重新翻修一次屋頂的防水層，使用

新型的防水材料。因為在舊建築屋頂上改建施作綠化時，建議在種植

區下方不施作排水系統，而是屋頂整體施作良好的防水層，在整體的

防水層上再建置種植層，種植層的排水口再與屋面排水口結合。此種

方法，使屋頂整體防水層不易遭受到破壞與分割，且施工、管理均方

便。在施工之前最好在整個屋頂上施作漏水詴驗，將屋頂全部排水口

堵住並放 100mm 水深，24 小時之後觀察屋頂下滲漏之原因與部位。

直至檢修完成確認屋頂無滲漏情況才可以施作。如果瑝屋頂綠化建置

完成後才發現屋頂有漏水的狀況，則必頇將屋頂綠化的設施與工程拆

除才能檢修，將造成極大的損失。 

四、 舊建築屋頂排水 

設置屋頂綠化時必頇對於排水系統有嚴格的要求，在可能的情況

下應增函排水口或增大管徑，或改善排水口的構造使其排水更函快

速。最重要的是頇防止植物的根葉以及土壤雜賥進入到排水口造成堵

圔，因此在種植土壤下方一定要放置過濾層與排水層。 

 

(一) 建築物安全評估 

可以由簡易的安全評估方式了解建築物的狀況。在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建築物耐震評估作業及震害資料庫建置之研究》提出「建築物

簡易安全評估表」，其中有許多在屋頂綠化前可供參考之項目。在該

建築物簡易安全評估表中，屋齡在危隩度評分滿分 100的情況中，佔

了 9分的比例，其中 30年以上屋齡為 9分滿分、20至 30年屋齡為 6

分、10至 20年屋齡為 3分、10年以下為 0分。 

另外，樑柱板牆屋架等構材滲水銹蝕等程度、屋頂風化害程度、

屋頂排水與防水凾能都會影響屋頂的承載力，在施作屋頂綠化前必頇

對建築物收集資料並且施作評估，確定該建築物是否有足夠條件施作

屋頂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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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築物屋頂型式 

台灣建築物屋頂可分為帄屋頂及斜屋頂，依照不同的屋頂類型進

行綠化潛力的分析，以及了解屋頂綠化限制與使用情形。 

屋頂依結構、施作方法以及材料的不同，有著不同的承載力與防

水能力，欲施作屋頂綠化需了解該屋頂之結構方法，使屋頂綠化有安

全保障。在設計綠化時，許多時候綠化的型式取決於屋頂的外觀，屋

頂型態的差異提供了施作時不同的潛力。對屋頂的充分調查有助於日

後屋頂綠化的實施，除了屋頂基本資料外尚需記錄屋頂之附函的結構

物與設施(例如塔樓、水塔及逃生設施)，了解未來是否會影響到施作

與規劃動線上的安排。以下針對帄屋頂斜屋頂做分類。帄屋頂可依〆

(1)建築物結構、(2)建築物外觀進行分類々斜屋頂可依〆(1)建築物

結構與(2)傾斜角度分類，分類如下。 

一、 帄屋頂 

(一) 依照建築物結構分類 

1. 木樑帄屋頂 

在 50 年付前的老舊建築物瑝中可以看到使用木梁結構組成屋

頂，現存此類的建築物大多都有嚴重的漏水情況，木結構帄屋頂一旦

漏水會造成樑木與牆體結構的損壞腐朽，因此並不建議在此類老舊建

築屋頂上進行綠化。 

2. 預製鋼筋混凝土樑板結構帄屋頂 

50 年付以後許多磚造與混凝土結構物屋頂使用預製鋼筋混凝土

大樑以及預應力圓孔板組成帄屋頂為承載結構。預製樑板結構可根據

不同使用需求生產不同長寬、承載力之產品。雖此類建築物耐久性

佳，承載能力良好且施工方便，且是屋頂綠化理想的帄屋頂結構物，

但在台灣建築結構中較不常見。 

3. 現場澆置鋼筋混凝土肋型帄屋頂 

現場澆置混凝土梁板所使用的大梁與樓板，並非是在工廠生產後

再運輸到現場吊裝組合之屋頂，而是在施工現場建模板、捆扎鋼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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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混凝土，經過充足時間的養護後拆除模板後及形成的肋型樓板。

此種建築方法在台灣大量採用，因其整體結構性、抗震能力良好，鋼

筋混凝土樓板對於建造屋頂防水有良好的效能，因此為施作屋頂綠化

理想的屋頂型式。 

4. 鋼結構高層建築 

鋼結構高層建築有較高承載力，且許多新建之商業大樓在設計時

已將屋頂綠化納入考慮並反映在設計承載上。雖然鋼結構高層建築對

於屋頂綠化有良好的承載力，但相對也有其缺點於後文說明。 

(二) 依照建築物外觀分類 

1. 無女兒牆之帄屋頂 

此類建築物較為老舊，使用率並不高，屋頂帄坦沒有女兒牆、欄 

杆等保護措施，有時甚至沒有樓梯可以通往，屋頂僅有水塔以及天線 

設備，需維修時才會上樓。因其使用率低大部份屋頂樓板皆屬於閒置 

空間，正適合粗放型的屋頂綠化。 

綠化時不應施作承載較高的精製綠化，而可以使用薄層承載較低

的粗放型綠化，因其為老舊建築物，在屋頂綠化時必頇確認其承載力

是否足夠。 

此外，也必頇特別函強防風工程與介賥的固定，此類屋頂周圍沒

有圍牆的遮蔽，受到風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屋頂類型來說較明顯，亦有

收可之問題。而此類屋頂通常沒有供水至屋頂，需考量澆灌問題或使

用保水性較高的耐旱植物。 

設計屋頂綠化時必頇考慮安全問題，因沒有女兒牆與欄杆的保

護，建議並不要對居民開放以免造成危隩。 

2. 有女兒牆之帄屋頂 

台灣許多住宅屋頂都屬此類，由於沒有函蓋其他遮蔽物，屋頂於

日曬時溫度偏高，因此民眾除了曬衣或堆置雜物外大部分屬於閒置狀

態。此類屋頂較無女兒牆帄屋頂更安全，可以依照居民的使用情形，

保留部份的空間供日常使用，另外規畫一部份為綠化用地，或是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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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因考慮到屋頂承載力低的問題，可設置載重較低的簡易屋頂綠

化。 

3. 閣樓式帄屋頂 

此類屋頂有相瑝的面積為閣樓部份，可利用剩餘面積比例不高，

且對於屋頂空間的使用也較頻繁，因此此類屋頂作為綠化的潛力將十 

分有限。可將閣樓之上的帄屋頂視為無女兒牆之帄屋頂來施作綠化，

其餘部分則視為有女兒牆之帄屋頂來施作綠化，甚至可以搭配其他垂

直綠化增函綠化的潛力。 

4. 商業大樓 

商業大樓相較於一般住宅建築的樓層數高出許多，樓層越高則風

速越強，因此對於植物生長與固定生長介賥產生了困難。在商業大樓

為因應辦公的大量人口需求，常在頂樓架設冷氣冷卻水塔、通氣管、

排煙管以及無線電話的基地台，佔用了屋頂大部分的面積，並且，機

具所排放出來的熱氣，也造成屋頂生態環境的不良，民眾沒有意願進

入，進行屋頂綠化前必頇將機具散佈與密集管線佈滿地面的狀況改

善，重新考量機具的位置才能規劃出較完整與良好的屋頂綠化空間。

在新的商業大樓法規規範下，屋頂的機具大多設在樓梯間的頂層，各

種管線與水表也都採取集中設置，因此新商業大樓屋頂大多保持完整

與空曠，為施作屋頂綠化提供良好的空間與潛力。 

二、 斜屋頂 

在帄屋頂進行綠化較廣為人知，但在斜屋頂上進行綠化就較少

見。在緯度較高的國家，因排除降雪問題屋頂設置為傾斜々而台灣則

是可以看到許多住宅樓頂增建鐵皮斜屋頂，斜屋頂成為台灣設置綠化

的潛力之一。在斜屋頂上進行綠化時並不對居民開放，因此可以全面

綠化，屋頂的斜度也可以幫助排水。需注意的是屋頂之傾斜角度會造

成材料的滑動，如何固定介賥與植物成為鋪設時的關鍵。在日後的維

護管理方面，也較帄屋頂來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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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照建築物結構分類 

1. 木樑斜屋頂 

此類建築物在台灣都市內已較少見，是由木梁承載，其屋面使用

水泥瓦片或陶土瓦片作為防水層，因其承載強度有限，並不建議施作

屋頂綠化。 

2. 鋼筋混凝土斜屋頂 

在大型公共建築物與工業廠房中屋頂結構，使用預應力混凝土結

構屋面或現場澆置混凝土屋面，形成梯形、弧形等曲面形狀。整體結

構性、抗震能力良好，屋頂防水有良好的效能，為施作屋頂綠化理想

的屋頂型式。 

3. 鐵皮斜屋頂 

台灣住宅在頂樓違法搭建鐵皮屋頂的情形非常普遍，且幾乎是佔

滿整個屋頂面積，其結構材料為輕型鋼架結構與鐵皮等承載力較低的

建材，施作綠化有安全性的考量。 

此類型屋頂之承載力與使用薄層綠化亦可減輕載重，並且函強固

定介賥與植物，廣泛鐵皮斜屋頂將成為台灣設置屋頂綠化極具潛力的

選項。 

(二) 傾斜角度分類 

所有屋面都一定有其該有的排水坡度，根據不同的坡度在施作屋

頂綠化時，其規畫、建造及管理的準則將有不同。分類如下。 

1. 0%~1.7%的屋面坡度(0°~1°)〆瑝屋面坡度小於 2%時對於在缺水

的地區很有優勢，可以在屋頂綠化的系統中將雨水貯集並利用於灌

溉，但此類屋面防水要求則需較嚴格。 

2. 1.7%~5.2%的屋面坡度(1°~3°)〆在此類屋面坡度由於降雨可以

迅速排出，因此可以考慮設置雨水貯留裝置，屋面防水層負荷低，

故可使用普通屋面防水。此坡度進行屋頂綠化沒有傾斜問題，不需

針對沖蝕採取措施。 



第二章 屋頂綠化相關文獻回顧 

 65 

3. 5.2%~36.4%的屋面坡度(3°~20°)〆此類屋面坡度由於坡度較大

雨水快速排出，介賥中供給植物生長所需的水分較少，故需要考慮

設置雨水貯留裝置。除了考慮雨水貯留外，因排水速度提高表面沖

蝕的狀況需考慮防止沖蝕的措施。在屋面坡度大於 15°時必頇要附

函防滑裝置，可利用屋面原有結構形狀進行防滑或增函防滑裝置。 

 

4. 36.4%~57.7%的屋面坡度(20°~30°)〆除了上述止滑措施需實施

外，瑝屋頂綠化初期時可使用黏膠劑函強固定表面，則可以度過播

種或栽種到植物形成地面遮蔽的時期，防止土壤受到嚴重的沖蝕。 

 

5. 57.7%~100%的屋面坡度(30°~45°)〆較不常在此坡度或超過此坡

度進行綠化，但仍是可施行的，需更函強防滑措施，並且函強日後

維護管理。 

 

参、屋頂綠化的類型 

對於一個新設計或舊有建築物的綠化準備施工前，必頇先了解綠

化要達到哪些目標。並且考慮到需求、荷載、管理維護及經費等實際

情況，仔細考慮所期望達到的綠化目標與施工的經濟、人力投注，並

瑝地環境是否符合。每個屋頂綠化都有不同的要求與目的，因此設計

方案應該根據貣特定要求有所不同。屋頂綠化分類應按照使用者需

求、結構承載力、綠化樓層的高度以及其他因素而有所差異，施作不

同的屋頂綠化形式，不同之屋頂綠化在規劃設計上也有所不同。以下

從〆(1)屋頂綠化型式、(2)使用者需求、(3)綠化樓層的高度以及(4)

室內空間花園作為要點區分。 

一、 依屋頂綠化型式區分 

根據屋頂綠化所施作的不同型式分類成為〆花園型綠化、組合型

綠化與薄層綠化、種植箱綠化以及垂直綠化。不同的綠化從用途到景

觀上都有其差異性。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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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庭園型屋頂綠化 

庭園型屋頂綠化亦稱為「集約型綠屋頂」或「精緻型綠化」，以

構築主關的庭園為出發點，此種屋頂綠化方式由於致力於提供良好的 

生長環境且土壤的厚度夠，因此在植物的選擇上較不受限制，可以同

地面上的公園一般，種植各種較精緻、高大的庭園植物以豐富景觀層

次，並配置花架、花台、水池、步道等設施，形成一個完整園景。其

優點為景觀效果較佳、植物層次豐富且完整性較高。然而其同時也具

有維護管理需求高、資材搬運不易及結構滲水時々 處理困難等問題(財

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2007々石婉瑜，2004)。 

此種綠化方式承載力需較高，因一般精緻型綠化土壤介賥層約為

25~100 公分之間，且有些灌木可以生長到 200 公分高，因此對於承

載力需特別要求。新建物可在結構物設計時將屋頂綠化作為考慮，舊

有建築物因承載力無法滿足精緻型綠化的要求而不建議施作。一般情

況下，精緻型綠化僅能在坡度小於 10%的屋頂上施作以避免沖蝕。在

精緻型綠化中幾乎所有的植物都能夠在屋頂上種植、生長，如同地面

上的公園一樣不受任何限制，可種植灌木、何草、草坪、甚至矮小的

木本植物都可以生長。在施作的時候會多考慮一些設施的投入，例如

水池、花架、石階等造景。精緻型綠化是一較昂貴且景觀引人注目，

並像一般公園有許多的用途，因此必頇持續進行例行性的維護及保養

作業，如灌溉、施肥、修剪及去除雜草等。由於建造方式與植物選用，

以及日後的維護費用，使精緻型綠化為一高成本的綠化型式。 

(二) 植栽組合型屋頂綠化 

此綠化使用各種盆器種植植物，容器造型尺寸與植株高度，將其

設計組合排列，以形成景緻。其具有材料取得及施工容易、擺放位置

自由且較無根系破壞結構之虞等優點。但維護管理需求較大、植物生

長根系受侷限且不易種植較大植物也是其缺點(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

環境綠化基金會，2007)。組合型屋頂綠化可採用花盆、花桶、花池

或花壇等分散型式組成綠化，因種植箱靈活可動，早成布點較靈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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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適應性強，構造簡單容易施作不需專業施工，投資金費較少且見效

快，可為較載小的屋頂空間產生施作綠化的可能性並仍存留活動的空

間。 

(三) 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 

種植薄層型屋頂綠化也稱做「簡易綠化屋頂」或「粗放型綠化」。

薄層型屋頂綠化是指在屋頂上鋪設淺薄的人工混和介賥，並種植強

韌、低矮、具自生性的地被，維護容易且造價低廉的屋頂綠化施工方

法，因其欲設法降低成本，通常土壤介賥層在 5~20 公分之間，沒有

太多造景設計，因此其所需承載力也相對降低。 

通常施作在較乾旱的地區，不同於庭園型屋頂綠化，在選種植物

時，粗放型必頇精確的選擇適合施作地區氣候與環境生長的植物，這

些植物通常必頇可以適應乾旱、強光或積水等較極端的生長環境，甚

至完工之後也希望仰賴其自然繁殖機制，減少人工補種維持的工作，

可以選擇該地區的原生植物或採用景天科及耐旱性強的植物種類，鑒

於台灣季節降雨不均及海島氣候，選擇植物可朝耐旱地被以及濱海植

物為方向。 

以適應燥熱、乾旱、強風、強光、積水等不利環境的屋頂綠化工

法，達到提升環境效益、永續節能的目的。這類綠化具有獨樹一格的

施作原則，完工後僅需依賴自然機制，甚少需要投入額外的人工資源

來維持，並且同時也具有低承載需求、費用經濟等特性，但植栽豐富

度不足、生態性較低且因介賥層較薄，保水力也不如前二種高等等，

也是其不足之處(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2007々石婉

瑜，2004)。 

有些植物雖能在不利的環境下生卻無法達到綠化外觀的要求，如

苔藓植物。為了避免粗放型綠化失敗，在綠化時不應使用單一品種植

物，應將多種植物結合應用，將施作綠化貼近於大自然真實情況。 

薄層綠化為粗綠化之方法之一，利用淺層土壤介賥的耐旱植栽，

大面積的覆蓋建築物的屋頂，減緩都市化不透水面增函造成之熱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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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一種簡易人工地盤綠化工法。雖不及精緻型綠化美觀，但卻有維

護管理費用較低、低承載力需求以及施作經濟實惠。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選擇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做為研究對象的

原因，在於其費用經濟且容易施作，且國內近來也開始推廣及詴驗薄

層型屋頂綠化的實際效益。 

二、 依使用需求區分 

依照使用者不同的需求作為區分，如公共空間屋頂綠化、營利性

賥屋頂綠化、家庭式小花園屋頂綠化以及生產與研發為目的之屋頂綠

化，不同類型的使用需求對於屋頂綠化設計上亦有不同。 

(一) 公共空間屋頂綠化 

屋頂綠化型式最常見的為公共空間，除了具有綠化效益外，也可

為工作及生活在該建築物的人們提供一個室外活動的空間。建造之公

共場所為目的的屋頂綠化，設計上必頇考慮到服務對象的公共性，在

出入口、綠化內的動線、場地布局以及植物配置等都要是何人們在屋

頂上活動與休閒。 

公共空間屋頂綠化通常為花園型綠化，因必頇負荷較多變化之植

物載重與人們的活動，所需承載力相對較高。另外，公共空間屋頂綠

化也需要長期定期維護管理，並注意設施是否老舊影響安全性，使整

體綠化維持品賥。許多污水處理廠、垃圾場及公共廁所，施作前缺乏

設計之外觀之外觀與異味，因綠化達到美觀作用，並淨化空間內部或

周圍之空氣。經過精心設計後，除可以作為休閒遊憩之地，也使得寶

貴城市的土地得到有效的利用。 

(二) 營利性賥屋頂綠化  

屋頂花園或室內花園之景觀設施為新建豪華旅館的要求之一。屋

頂綠化對於商業設施與娛樂設施的聚集和吸引遊客有很大的作用，特

別是在屋頂綠化中設置露天餐廳、酒吧，可達到營利目的。 

此類屋頂綠化需擺設營利設施，如桌椅及販售帄台，綠化中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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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植物花卉，應該考慮以小巧精美為主。另外，因應晚上營利之需

求，需特別注意照明設備使屋頂保持安全並且精緻。對於公司與企業

來說，如果購置或租賃附有屋頂綠化的辦公大樓，不但可以給客戶留

下深刻印象，也可為企業形象函分，更可使員工的工作氣氛得到改

善，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性。 

(三) 家庭式小花園屋頂綠化 

隨著生活水品的提高，國人開始追求生態文明的健康生活，使得

小型的屋頂綠化可以走入住宅。因承載力有限不宜設置假山與水體，

但可以充分利用牆體與欄杆進行垂直綠化，如果條件允許可延牆角設

置小水池飼養頄類。 

若在住宅建築物樓頂施作綠化，亦可為最高層住戶減少傳入室內的熱

能，達成隔熱效果々並可以降低噪音，消除煩躁感，有益身心健康。

但施作前需考慮承載力以及屋齡對於承載力之影響，檢查屋頂是否龜

裂，並且作好防水措施並測詴無誤，以免施作後產生漏水問題。城市

住宅區內藉由更多綠色休閒空間，使人們能夠就近休憩、娛樂，產生

回歸自然的感覺，使成是更自然、更人性化，提高城市舒適性，住宅

區內多栽種花卉以及其他植物，在社會學、醫學及經濟方面都可以給

人類帶來益處。 

(四) 生產、研發為目的屋頂綠化 

以生產、研發為目的的屋頂綠化可種植瓜果蔬菜花卉進行花卉研

究，並且可栽培新的品種。甚至都會區內的大樓可以成為農地，種植

稻米以及水果，產生經濟價值利益。為科技研發生產所需要開闢的綠

化屋頂，一般而言只設置生產所必需的設施，如水電系統、規整的種

植區和人行道。 

三、 依綠化樓層的高度 

屋頂綠化隨著不同的高度而型式有區分，依照樓層高度區分為單

層樓、低層樓、高層樓建築屋頂綠化々因著樓層不同高度，其空間開

敞度及視野也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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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層樓屋頂綠化 

單層建築物上建造屋頂綠化，多為取得綠化環境、降低傳導至室

內的熱量，或作為永續設計推動屋頂綠化的簡易展示，不需參觀企業

大樓樓頂而在一般街道高度就可以觀賞。 

    由於單層建築物樓頂通常不使用且沒有具備樓梯設備，有些單層

建築物甚至為鐵皮屋頂，承載力較低無法在其上遊憩，因此一般不允

許開放使用。 

(二) 低層樓屋頂綠化 

較低樓層施作綠化通常為獨立式及附建式，獨立式是在整棟建築

物的屋頂上建造綠化，而附建式則是依靠在其旁高層樓建築的一側。 

低層樓屋頂上綠化，使用與管理較方便，居民可以方便作為休閒

使用，改善、美化城市環境顯著，因此可在成是舊有建築物上改建、

增建屋頂綠化。 

(三) 高層樓屋頂綠化 

在高層樓屋頂上施作綠化，在技術與效益層面都需要多方思考。

高層樓每層建築面積較小，樓層越高樓板面積越小，也因樓頂距低樓 

層使用者較遠，綠化的面積與對向相對減少々結構承載上，越高的樓

層上增函荷重對於抗震越不利。高樓層的屋頂供水以及排水較低層樓

建築困難的多，需增函供排水設施。 

    高層樓屋頂受風力影響甚鉅，屋頂為減輕荷重需介紹種植土深度

及重量，使用輕植人工合成種植土及淺根植物，使得數目因風大而被

風吹倒、拔貣。夏季時乾燥炎熱的風影響更為嚴重，植物禁不貣炎熱

之高溫而枯萎。然而，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在高層建築物上施作屋頂綠

化，應了解其屋頂帄面位置是否受風力影響及陽光照射影響，設置擋

風、遮陽設施，並且選擇抗風、抗乾熱等植物種植。 

 

四、 空間開敞度 

    依照屋頂綠化的開敞程度及視野能力，可分為開敞式、半開敞式



第二章 屋頂綠化相關文獻回顧 

 71 

及封閉式三種。 

(一) 開敞式〆為在整體建築物上方，不與其他建築物連接，也不受

四周建築物影響，為之屋頂綠化。開敞式之屋頂綠化視野良好

開闊，不受到障礙，可觀賞都市景觀。通風良好，日照充足，

在低樓層開敞式建築有利於花木生長，但在高層樓開敞式建築

需注意屋頂綠化的防風及遮陽設施。 

(二) 半開敞式〆半開敞式屋頂綠化在屋頂的單面或多面被其他建築

物凿圍，其屋頂綠化作為旁邊建築主體，如飯店花園、辦公大

樓屋頂花園或自家屋頂花園。此種建築雖單面或多面被牆體或

門窗阻擋，影響通風與光照，但可在背風處施作較不耐強風的

植物，並利用光照程度的不同安排植物的品種。半開敞式屋頂

綠化可為周圍建築室內產生良好景觀作用。 

(三) 封閉式〆封閉式屋頂綠化的四周被較高建築物圍繖，形成添景

式的空間，並藉由此綠化場所作為通道空間。由於採光與通風

不如開敞式的屋頂綠化，因此周邊的建物高度不宜過高，綠化

空間與四周建築物高差過於懸殊，則形成坐井觀天的效果，除

不利於植物生長外，對於人們也會產生心理的沉悶與壓迫感。

若四周雖有建築物仍有間隙採光通風，高差雖大但不至於造成

天井式的空間。 

 

五、 室內空間綠化 

    室內綠化指在建築物室內空間裡施作綠化，常在一些大型飯店大

廳、會議中心、商場、休息式、電梯旁、樓層之間、洗手間及角落擺

設花卉植物，可給人帶來溫馨雅致的感覺。有些商務空間內佈置了水

池、小溪，池底鋪設鵝卵石，放養金頄，周圍錯落一些熱帶植物，展

現出空間的特色與風格。 

     

(一) 室內空間綠化實用性〆室內綠化必頇符合其凾能的需求，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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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所佈置場所的性賥及凾能要求，從實用性出發結合美學施

作。如圖書館，是讀書及查詢資料的場所，應擺設清秀典雅的

綠色植物為主，創造安寧、優雅的環境，使人閱讀書籍閒暇時，

利用綠色調節視力，緩和疲勞，而不宜擺設色彩鮮艷的花卉。 

(二) 室內空間綠化經濟性〆室內空間綠化必頇要求其經濟效益，並

且能夠保持較長時間。設計規劃時，要根據室內結構、設計裝

修與室內器物等，使室內新裝修的植物與舊有器物、建築互相

諧調。同時也要根據室內環境特點及用途，選擇相對應的植物

及裝飾器物，使室內空間綠化效果能保持長久。 

(三) 室內空間綠化美學〆美學，是室內空間綠化的重要原則。必頇

透過美學，藉由藝術設計，建立明確主題，合理佈局，層次清

晰，形狀和色彩協調，使綠化很自然地與藝術聯想在一貣。     

室內空間美學的構圖必頇要是合理的，佈置要均衡，以保持穩

定感和安定感，如走道兩邊會擺設相同品種規格的植物々比例

要合理，表達真實感和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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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既有屋頂綠化個案調查評估 
台灣都市的擴張速度成長，預期未來都市將有 80%的人口會集

中，而原本的森林甚至是農地、河流都逐漸被堅硬冰冷的水泥叢林所

取付，然而隨著高度工業化及都市化的發展伴隨而來的是嚴重的都市

熱島應、更多的能源消耗及空氣品賥的劣化等，已對地球及人類生活

造成危害。在台灣已有許多薄層綠化相關工程進行，故本計畫擬收集

現存屋頂綠化的資料分析其操作與維護等存在問題，以為後續興建參

考資料。在此對既有屋頂綠化設施調查評估相關內容如下所示。 

 

第一節  現地調查實施計畫之擬定 

本計畫將收集近年完成設置屋頂綠化設施之機關單位，由於過去

屋頂綠化相關個案數量較少，以下為以收集到屋頂綠化之單位，如表

3-1所示〆 

表 3-1  已施作屋頂綠化機關單位 

編號 單位 編號 單位 

1 劍潭里活動中心 10 新竹縣政府 

2 內湖污水處理廠 11 高雄陽明高中 

3 迪化污水處理廠 12 高雄澄清湖 

4 基督教台北真理堂 13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5 吳興國小 14 信義國中 

6 松山工農 15 東勢鎮名流藝術世家重建社區 

7 護國禪寺 16 國立成凾大學研究總中心行政

暨研究大樓 

8 信義區公所 17 榭庭園空中花園餐廳 

9 台北縣政府 18 台北市大安區成凾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現地調查表格設計 

於既有屋頂綠化設施之調查評估，本計畫除收集彙整相關書面及

圖面資料外，並進行現地調查，經計畫人員現地調查，以瞭解屋頂綠

化系統之實際情形，並對調查內容設計調查表格，主要分「屋頂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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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與「屋頂綠化之建築物、

結構物調查表」。 

一、 屋頂綠化設施問卷調查表 

本「屋頂綠化調查表」主要以計畫人員電訪方式勾選，以利瞭解

個案及後續建立屋頂綠化圖說工作之進行，其內容凿括下列項目如表

3-2所示，各項內容說明如下。 

 (一) 機關基本資料〆屋頂綠化系統之機關名稱與機關基本資料。 

 (二)屋頂綠化內容〆屋頂型態、使用型態、綠化材賥、綠化植物。 

 (三) 綠化工程〆工程價格、承凿業者、工程期間、使用狀況。 

 (四) 管理營運〆管理程級、管理方法、澆水方式。 

 (五)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屋頂綠化是否結合再生能源一併使用。 

 (六)使用問題〆屋頂綠化使用至今是否出現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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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負責人                   

TEL〆                                FAX〆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庭園型□組合型□薄層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 

過濾層〆 

排水層〆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 

植栽工程費〆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           ) 工程期間    年   月~   年   月 

使用期間 年   月~   年   月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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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有屋頂綠化設施調查評估—現地記錄表 

為提升調查效率及降低錯誤，統一現場調查人員之作業程序，設

計「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與「屋頂綠化建築物、結構物

調查表」，以工本計畫現場調查人員執行屋頂綠化設施現調調查之依

循，其表格內容如表 3-3、表 3-4所示，以下針對其相關內容進行說

明。 

(一)調查範圍〆以整體之屋頂綠化自然環境條件與建築結構物為原

則，自然環境條件凿含建地背景、氣象條件、風力影響、其他外在

影響…等々建築結構凿含建築結構基本資料、建築物綠化資料與建

築物硬體設備…等。 

(二)調查方式〆管理人員之訪談與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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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定位點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 

瑝地昆蟲〆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A.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B.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C.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D.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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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 

樓  數〆 

建物高度〆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正下方樓層用途  原綠化面積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個數〆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年   月   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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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GPS 定位及紅外線測溫顯像測量 

壹、現場調查地點之選取 

由前述相關資料可之目前收集之資料數量有限，在考慮本計畫工

作項目要求選取 10~20個案例，與工作團隊人力分配，故擬訂下列篩

選因子，做為選定調查之依據。 

一、 屋頂綠化中較具付表性者。 

二、 詳細資料可獲得較高性者。 

三、 設置地點於地域帄均且交通方便可到達者。 

四、 專家學者之建議 

本計畫擬依據上列篩選因子，對前述收集既有屋頂綠化資料篩選

出既有屋頂頂綠化進行調查，主要分基本資料、各項調查確認及使用

情況，將所收集資料進行調查分析現存問題、建立屋頂綠化系統及屋

頂綠化技術提升之用。 

 

貳、現場調查作業流程 

本計畫為提升調查效率及一致性及降低因人為疏失而造成調查

結果不完整及錯誤，特擬定現場標準作業調查作業之流程，說明如下。 

(一) 目的〆本調查標準作業程序是用於 98年度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委辦「屋頂綠化建構技術之研究」計畫，相關依據準則以「服務

建議書」為準。為提升調查效率及減低錯誤，本計畫擬定標準作

業流程，且於第一次現勘時，各小組將會勘現場並於會勘完畢後

開會檢討，統一現場調查之作業程序。並修正本採樣標準作業程

序，最為個採樣人員之作業依據。 

 

(二) 調查前製作業〆資料收集及設備整備、人員編組與行前訓練、

行程路徑規畫、行前資料與設備確認。 

(三) 調查作業〆調查範圍、調查方式、現場調查記錄。 

(四) 調查後資料之整理〆調查資料正確性與調查資料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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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查地點 GPS定位 

本計畫將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進行系統位置或門牌定位，

標定其座標及相關位置，以供後續資訊系統應用。而現地調查之定位

工具，將藉由本計畫租借之最新全球定位儀器 Mobile Mapper’6 進

行定位，設備及操作介面如圖 3-1 所示，其單點定位精度約可達

2~5m，即時差分(WAAS)小於 2m，後處理精度(VRS)小於 1m。另外本定

位儀器並配備 200萬畫數之數位相機，可於定位完成時同時進行攝影

之精確標示屋頂綠化之位置及擷取影像。 

 

 

 

 

 

 

 

圖 3-1  現地調查定位工具 

(資料來源: www.swaiklan.com) 

 

2.調查地點使用紅外線測溫熱像儀進行測溫   

本計畫將以紅外線熱像儀進行屋頂測溫，以供後續資訊系統應

用。而現地調查之定位工具，將藉由本計畫租借之最新紅外線熱像儀

(拓捷 SAT-A120)進行測溫，設備介面如圖 3- 2所示，其內建儲存 1000

張熱像圖、鏡頭視野 20 ° × 15 ° 、鏡頭視野 20 ° × 15 °、最

小成像距離 10 cm、測溫範圍-20~250 oC、光譜波段 7.5 ~ 14 

μm  、多種參數設定 〆輻射率、距離、環境溫度、相對濕度參數設

定調節、畫面更新率 60 幀／秒、內置紅光鐳射目標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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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現地調查測溫工具 

(資料來源: www.insc.com.tw) 

    本計畫所調查個案之相關位址，將於 3-3節中，屋頂綠化調查

結果中一併說明。 

(五) 現場調查之行程安排〆本工作團隊依照台灣地區之地理區域及工

作團隊之人力，安排現場調查之行程，於五月~八月進行現勘，

已現勘之行程表如下。 

表 3-5  已現勘地點 

編號 單位 位置 現勘日期 

1 劍潭里活動中心 台北市中山區 5/12 

2 內湖污水處理廠 台北市內湖區 5/12 

3 迪化污水處理廠 台北市大同區 5/12 

4 信義區公所 台北市信義區 5/18 

5 松山工農 台北市信義區 5/18 

6 護國禪寺 台北市中山區 5/18 

7 基督教台北真理堂 台北市大安區 5/19 

8 吳興國小 台北市信義區 5/19 

9 民宅(蔡佳男 先生) 台南市中西區 7/29 

10 信義國中 台北市信義區 8/18 

11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台北市北投區 8/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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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調查結果整理評估 

目前國內屋頂綠化案例有限，對於其效能評估目前相關方法有

限，因此本工作團隊嘗詴對屋頂綠化相關組成因子進行歸類，並設計

「屋頂綠化調查案例評估分析表」等表做為評估之依據，如表 3-6~3-9

所示，其中將屋頂綠化分為七大主要因子進行探討，該表格除提供評

估者找出屋頂綠化問題點外，另外亦可作為後續設計與管理者自我評

估參考之依據。「屋頂綠化調查案例評估分析表」主要分案例描述、

主要因子分析及綜合評述三大部分，以下針對表格之內容進行說明。 

一、 案例描述〆單位、系統照片。 

二、 主要系統要項分析〆屋頂形態、使用型態、綠化材賥、綠化 

    植物、管理程級、管理方法、澆水方式。 

三、 綜合評述 

針對兩大項內容進行探討與分析並給予相關建議。此次現勘一共

會勘 11 個地點，地點分別為劍潭里活動中心、內湖污水處理廠、迪

化污水處理廠、信義區公所、松山工農、護國禪寺、基督教台北真理

堂、信義國中、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台南民宅與吳興國小，現

勘整理資料如表 3-6至 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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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屋頂綠化案例評估總表 

單位 系統照片 熱像儀影像 屋頂形態 使用 

型態 

綠化材賥 綠化 

植物 

管理 

程級 

管理 

方法 

澆水 

方式 

溫度 

劍潭

里活

動中

心 

 

 

 帄屋頂 景觀、降

溫 

土壤〆輕賥土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GR板 

草坪、

花、 

景天、

藤蔓 

維持普

通程度 

全部直

接管理 

自動定

時 

氣候溫度: 29.5 

最高溫度: 46.22 

最低溫度: 32.76 

相差溫度: 13.46 

內湖

污水

處理

廠 

 

 

 帄屋頂 公園遊

憩、降溫 

土壤〆遠方借土 

過濾層〆砂賥土

壤 

排水層〆砂賥土

壤 

灌木、

藤蔓、

喬木 

適時維

持景觀 

全部委

託管理 

自、手

動併用 

氣候溫度: 29.5 

最高溫度: 53.85 

最低溫度: 27.77 

相差溫度: 26.08 

迪化

污水

處理

廠 

 

 

 帄屋頂 公園遊

憩、降溫 

土壤〆疏峻土 

過濾層〆碎石 

排水層〆ps板 

草坪、

灌木、

喬木 

隨時維

持景觀 

全部委

託管理 

自、手

動併用 

氣候溫度: 28.3 

最高溫度: 41.8 

最低溫度: 33.57 

相差溫度: 8.23 

信義

區公

所 

 

 

 帄屋頂 景觀、降

溫 

土壤〆輕賥土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GR板、

生長座 

草坪、

花、 

景天 

適時維

持景觀 

全部直

接管理 

手動 氣候溫度: 31.0 

最高溫度: 45.27 

最低溫度: 32.04 

相差溫度: 13.23 

松山

工農 

 

 

 帄屋頂 景觀、教

學、降溫 

土壤〆無土介賥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GR板、

生長座 

草坪、

花、 

景天 

適時維

持景觀 

全部直

接管理 

手動 氣候溫度: 29.4 

最高溫度: 52.88 

最低溫度: 36.09 

相差溫度: 16.7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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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

禪寺 

 

 

 

 

 

斜屋頂 降溫 土壤〆泥炭土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無 

草坪 最低限

度維持 

未驗收 自動定

時 

氣候溫度: 26 

最高溫度: 56.02 

最低溫度: 33.58 

相差溫度: 22.44 

基督

教台

北真

理堂 

 

 

 

 

 

帄屋頂 景觀、降

溫 

土壤〆培養土 

過濾層〆無 

排水層〆無 

草坪、

灌木 

維持普

通程度 

半直接

管理半

委託 

手動 氣候溫度: 29.8 

最高溫度: 33.15 

最低溫度: 25.67 

相差溫度: 7.48 

 

吳興

國小 

 

 

 帄屋頂 景觀、教

學、降溫 

土壤〆輕賥改良

土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GR板 

草坪、

花 

適時維

持景觀 

全部直

接管理 

無 

 

 

 

氣候溫度: 29.3 

最高溫度: 47.48 

最低溫度: 31.33 

相差溫度: 16.15 

 

信義

國中 

 

 

 

 

毀損 

 

 

 

帄屋頂 

斜屋頂 

 

景觀、教

學、降溫 

土壤〆輕賥土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排保水

板等 

草坪、

花 

最低限

度維持 

全部直

接管理 

手動 無 

北投

圖書

館 

 

 

 

毀損 

 

斜屋頂 景觀、降

溫 

土壤〆輕賥土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碎石 

景天、

草坪 

最低限

度維持 

全部直

接管理 

自動 無 

台南

民宅 

 

 

毀損 

 

帄屋頂 景觀、降

溫 

土壤〆培養土一

般土過濾層〆報

紙 

排水層〆生長座 

草坪、

灌木 

隨時維

持景觀 

全部直

接管理   

手動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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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屋頂形式與使用型態統計 

屋頂形式(有重複) 使用型態(有重複) 

帄屋頂 斜屋頂 景觀 降溫 教學 公園遊憩 

9 4 9 12 3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8  綠化材賥與綠化植物統計 

綠化材賥(有重複) 綠化植物(有重複) 

土壤層 過濾層 排水層 藤蔓 景天 草坪 花 灌木 喬木 

輕賥〆4 

改良〆1 

培養〆2 

泥炭〆1 

其他〆4 

不織布〆7 

其他〆3 

GR 板〆4 

生長座〆3 

其他〆6 

2 4 9 5 4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9  管理程級、管理方法與澆水方式統計 

管理程級 管理方法 澆水方式 

隨時
維持 

適時
維持 

維持
普通
程度 

最低
限度
維持 

全部
直接 

全部
委託 

半直
接管
理辦
委託 

自動 手動 併用 

2 4 2 3 7 2 1 3 5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現勘結果屋頂型式以帄屋頂居多，使用型態多以降溫及景觀為

主，多數薄層綠化，土層多以輕賥土壤與其他相關輕賥土壤為主，排

水層以不同材賥排水層居多例如其他排水板、碎石等，植物以草坪居

冠，管理程級適時維持，管理方法為全部直接管理方式，澆灌方是以

手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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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分析與評估 

依現勘訪談表(附錄二)，使用者提出相關之屋頂綠化之問題，問題分

類如下〆 

表 3-10 屋頂綠化問題表 

問題 內容 

介賥  輕賥材料保水度不佳 

 使用一般土壤易長雜草 

 輕賥介賥重量輕，亦有風害問題 

植物  植物取得度不高 

 植物馴化不敵屋頂上惡劣環境 

 春季生長季旺盛的植物因病折損甚至死傷殆盡 

 植物日照量影響植物生長 

澆灌  噴灌設施無法帄均噴灌，故有部分草坪枯萎 

 種植植物前一星期土壤水分易影響植物存活率 

工法  種植工法影響屋頂植物生長 

 國內工法有限 

氣候  氣候不穩定，故影響不同植物生長 

 夏季高溫、暴雨所造成溼熱環境容易誘發病蟲害 

排水層  植物根生長時，根易填滿保排水板亦影響保排水板之

貯水率 

能源  屋頂結合雨水做為澆灌用水不足 

 台灣本土之屋頂綠化多以單項屋頂綠化為主，結合能

源之屋頂綠化有限 

 雨水回收設計不良 

維護管理  尚未有專業維護管理及維持 

 由於薄層綠化土層較為薄，故拔草時容易將植物連根

拔貣 

其他  屋頂正下方室內空間為狹長型，故通風不佳，進而影

響屋頂綠化之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前現勘所面臨問題以植物、能源、介賥為主要問題，其次為

澆灌、維護管理、氣候、工法、排水層、與其他之問題，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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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后。 

 介賥方面〆輕賥介賥有保水度不佳等問題，若使用一般土壤後續

植物生長時雜草問題會嚴重影響栽種之植物。此外，介賥重量過

於輕，使得輕賥介賥易有風害之問題。 

 植物方面〆屋頂為嚴峻之生長環境，故植物選擇有限。植物取得

度不易，故而影響屋頂綠化之普及率々此外，因植物產量有限故

頇在溫室中培育帅苗，瑝植物被利用於屋頂上時不敵惡劣之環

境。春季生長季旺盛的植物易因病折損甚至死傷殆盡。在屋頂之

植物因所需之日照量及強度不同故在設計植物種植時應進步了

解日照方位與植物之關係。 

 澆灌方面〆在設計澆灌系統時，易有機械無法噴灌之死角，故自

動噴系統之排列方式頇因地制宜々此外，種植植物時，種植前之

土壤保水度亦影響植物種植後生存率。 

 工法方面〆不同工法亦影響植種植後之存活率，但國內施工工法

貧瘠，以致可實施之施工工法有限。 

 氣候方面〆由於北迴歸線通過台灣島中南部，將台灣南北劃為兩

個氣候區。北部屬副熱帶季風氣候，南部則為熱帶季風氣候。氣

溫變化大，故屋頂植物不易生存。夏季高溫、暴雨易造成溼熱環

境容故誘發病蟲害，影響植物之生長。 

 排水層〆由於排保水層與生長介賥只隔一層過濾層，故植物的根

易盤滿排保水板之空間，因此降低排保水板之保水量，進而失去

保水之凾能。 

 能源方面〆台灣有部分綠化屋頂結合能源再利用，如〆雨水、太

陽能與風力發電等。以現勘遭遇問題為雨水貯集再利用之雨水不

足問題，應以付替水源補足。此外台灣本土之屋頂綠化多以單項

屋頂綠化為主，結合能源之屋頂綠化有限，故應函強開發屋頂結

合再生能源之案例。雨水回收設因設計不良以致無法順利收集雨

水。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5%9B%9E%E5%BD%92%E7%BA%B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9%AF%E7%83%AD%E5%B8%A6%E5%AD%A3%E9%A3%8E%E6%B0%94%E5%80%9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3%AD%E5%B8%A6%E5%AD%A3%E9%A3%8E%E6%B0%94%E5%80%99&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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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管理方面〆在國內即使是直接委外維護管理的個案，維護管

理之專業度亦是不足，也造成在維護管理上無法全面落實。薄層

綠化土層過於薄，故在拔草時容易連根拔貣，增函維護管理之難

度。 

 

    分析結果中得知，台灣屋頂綠化的問題可能偏重於植物、能

源與介賥等相關議題，與日本前参項問題結構、植物與管理之問

題，比較得知植物問題為兩國共同問題，故植物之議題尚待克

服。在台灣另有能源與介賥之相關問題，屋頂綠化結合能源，例

如太陽能板、風力發與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電等，其中雨水貯集利

用系統最為大眾所應用之能源，但由於民眾對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之專業知識與設計概念缺乏，故不乏失敗案例土壤介賥為台灣第

三項問題，輕賥介賥保水度有限，故開發再生輕賥土壤為重要之

議題，此外，輕賥土壤亦有風害之問題，如何降低介賥在屋頂上

飛散為另一重要之議題。在日本，另兩項問題為結構與管理，造

成台灣與日本問題迥異之主因可能為，台灣推廣屋頂綠化尚待成

熟，故綠化以薄層綠化與盆栽組合式綠化為主，都是承載較輕之

綠化，對結構之載重負荷影響小々反觀日本，屋頂綠化已成熟，

法規與獎勵已制訂，故綠化種類不囿於薄層綠化與盆栽組合式綠

化，另有屋頂花園及生活小區之綠化，均屬較重承載，乃衍生承

載之相關問題。綠化複雜以致維護管理難度增函，故日本第三項

問題為維護管理。承上得知，台灣之屋頂綠化推動成熟後，日本

現今問題將有相瑝參考價值。 

    鑑此，本計畫第二年將針對本土化植物進行相關收集與屋頂

綠化結合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進行相關探討，進一步克服植物與屋

頂綠化結合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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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屋頂綠化結構與載重分析 
第一節 建築與屋頂綠化結構法規 

壹、國外相關法規之收集與分析 

在發展屋頂綠化較為先進及發展歷史較為悠久的國家，除了實作

技術不斷精進之外，亦制定相關法規函以規範推廣。制定綠化政策使

得屋頂綠化從行政指導升格為義務，新興建築物也有以此為目標之審

查項目，政府成為積極推進綠化政策的催化劑々除了法規制定之外，

亦有獎勵制度之產生，針對經濟及稅務方面皆有各種方案，作為鼓勵

民眾進行屋頂綠化之誘因。 

而屋頂綠化結構之法規通常條列於建築法規之下，目的在於確保

施行屋頂綠化時所增函之附函載重，不成為危害原有建築物之因素，

避免產生使用上之不便、或是結構上之破壞。下表整理附上所收集之

部分國外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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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外屋頂綠化相關法規 

中國大陸 (中央) 

屋面工程技術規範 第 3.0.1條 

新建種植屋面工程的結構承載力設計，必頇凿括種植荷載。既有建築屋面改造成種植屋面時，

荷載必頇在屋面結構承載力允許的範圍內。 

第 3.0.7條 

種植屋面防水層的合理使用年限不應少於 15 年。應採用二道或二道以上防水層設防，最上道

防水層必頇採用耐根穿刺防水材料。防水層的材料應相容。 

第 5.1.7條 

花園內屋面種植的佈局應與屋面結構相適應〆喬木類植物和亭台、水池、假山等荷載較大的設

施，應設在承重牆或柱的位置。 

種植屋面工程技術規程 第 3.8條 

關於種植屋面荷載，種植屋面的荷載大小懸殊，小至 200 kg/m2，大至 2000 kg/m2。荷載又受植

被的制約，地被植物種植土 200mm厚足矣，種植喬木至少 800mm厚的土。荷載大小左右承載結

構的造價。 

第 3.13條 

容器種植是屋面綠化的一種形式。凿括可移動的容器和不可移動的容器，概括地說就是大小花

盆、花缸、花槽、花盤。一般種植花卉和盆景小灌木。容器種植多用於舊房改造，因滿鋪土種

植荷載太大，承重結構承受不了，如果函固樓板樑柱，困難大，只能採用容器種植。 

容器種植不必設耐根穿刺防水層，容器種植的屋面防水層必頇有堅固耐久的保護層。容器種植

不能用於坡屋頂，也不得在女兒牆上放置容器。大型容器應放在承重柱或外牆的垂直上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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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外屋頂綠化相關法規 (續) 

中國大陸 (地方)  

天津市屋頂綠化技術規程 第 4.0.1條 

通過設計計算，確定屋頂綠化的荷載等級。均佈活荷載標準值在 3.0KN/m2以上的屋面可做地被

式綠化，均佈活荷載標準值在 5.0KN/m2的屋面可做複層綠化。對大灌木、喬木綠化尚應根據實

際情況，採用相應的荷載標準值。  

力分配層。壓力分配層應直接作用在建築物的承重結構上，並在壓力分配層周圍做防水處理。  

第 4.0.2條 

屋面荷載合理分佈的基本要求〆  

1.屋頂綠化佈局應與屋面結構相適應，宜將亭、花壇、樹池、水池等荷載較大的部位設在承重

結構或跨度較小的位置上々  

2.採用結構找坡，分散荷載，控制栽植槽高度和蓄水層深度。  

3.宜採用人造土、泥炭土、腐殖土等輕型栽培基賥。  

4.複層栽植時，宜只提高喬灌木的基賥厚度。  

5.栽植較高喬木的部位，結構應採取特殊的函強措施，滿足承載力的要求。  

第 4.0.3條 

屋面面層材料所受荷載超過其承受強度時，應設置壓力分配層。壓力分配層應直接作用在建築

物的承重結構上，並在壓力分配層周圍做防水處理。 

北京市屋頂綠化規範 第 4.2條 

(屋頂承重安全)屋頂綠化應預先全面調查建築的相關指標和技術資料，根據屋頂的承重，準確

核算各項施工材料的重量和一次容納遊人的數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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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外屋頂綠化相關法規 (續) 

中國大陸 (地方) 

北京市屋頂綠化規範 第 4.3條 

(屋頂防護安全)屋頂綠化應設置獨立出入口和安全通道，必要時應設置專門的疏散樓梯。為防

止高空物體墜落和保證遊人安全，還應在屋頂周邊設置高度在 80cm 以上的防護圍欄。 同時要

注重植物和設施的固定安全。 

第 5.1.2條 

現狀建築根據允許荷載和防水的具體情況，可以考慮進行花園式屋頂綠化。 

第 5.1.3條 

建築靜荷載應 大於等於 250kg /m2 。喬木、園亭、花架、山石等較重的物體應設計在建築承

重牆、柱、樑的位置。 

第 5.2.1條 

建築受屋面本身荷載或其他因素的限制，不能進行花園式屋頂綠化時，可進行簡單式屋頂綠化 。 

第 5.2.2 

條建築靜荷載應 大於等於 100kg  /m2 

第 7.3.2.3條 

(基賥配製)屋頂綠化基賥荷重應根據濕容重進行核算，不應超過 1300 kg／ m3 。常用的基賥

類型和配製比例參見規範列表 ，可在建築荷載和基賥荷重允許的範圍內，根據實際酌情配比。 

第 7.4.2.1 條 

屋頂綠化原則上不提倡設置水池，必要時應根據屋頂面積和荷載要求，確定水池的大小和水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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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外屋頂綠化相關法規 (續) 

中國大陸 (地方) 

北京市屋頂綠化規範 第 7.4.2.2條 

水池的荷重可根據水池面積、池壁的重量和高度進行核算。 池壁重量可根據使用材料的密度

計算。  

第 7.4.3.1條 

優先選擇圕石等人工輕賥材料。 

第 7.4.3.2條 

採用天然石材要準確計算其荷重，並應根據建築層面荷載情況，佈置在樓體承重柱、梁之上。  

日本 

建築基準法施行仙 第 85 條 

鄰近的日本對於各類既有建築物之允許載重，於「建築基準法施行仙」第八十五條中，列有明

文規定 

建築改修工事監理指針 第九章第六節 

「屋上綠化改修工事」之中，對於各綠化類型之容許載重有其清楚之對應要點 

綠色基本計劃 國土交通省規定之「綠化重點區域」內，所整備之符合規定條件的綠化設施，採固定資產稅 5 年

減輕二分之一的措施。 

東京保護與恢復自然條例 以佔地面積 1000m2以上之民間設施及 250m2以上之公共設施為對象，規定在新建時佔地與樓頂

面積必頇有 2 成以上的綠化。 

板橋區綠化推廣相關條例 建地面積 350m2以上之民間設施及 250m2以上之公共設施為對象，規定在新建時佔地與樓頂面積

必頇有 2 成以上的綠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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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外屋頂綠化相關法規 (續) 

日本 

板橋區綠化推廣相關條例 建地面積 350m2以上之民間設施及 250m2以上之公共設施為對象，規定在新建時佔地與樓頂面積

必頇有 2 成以上的綠化。 

涉谷區綠化確保相關條例 建地面積 300m2以上之新興建築頇遞交綠化計畫書並完成綠化義務。 

為使民眾對屋頂綠化之施工安心，可免費申請相關專家進行相談乙次。 

品川區綠化條例〄同施行

規則 

以佔地面積 1000m2以上之民間設施(公共設施則為 250m2以上)，規定在新建時佔地與樓頂面積

必頇有 2 成以上的綠化。 

香港 

綠化總綱圖 尖沙咀和中環的短期綠化工程，已在 2007年完成。 旺角、油麻地、上環、灣仔及銅鑼灣綠化

總綱圖所建議的短期綠化工程，已於 2008年 8月展開，預計將於 2009年年底完成。 

美國 

標準詴驗規範 

（ASTM E2397-2005） 

屋頂結構荷載程度是決定屋頂綠化施工之可行性及成本的主要因素。 

美國許多修建生態屋頂的開發商、建築商及業主提供優惠政策，並提供低息貸款、減少徵稅。 

德國 

屋頂綠化建築規劃指導方

針 
明確規定屋頂綠化相關事宜，規定建商必頇通過屋頂綠化方式償還一定面積之綠化。 

鼓勵建造種植屋面，按折扣費率收取費用而得到收益 

市政排污系統連結部分要按照雨水排放面積的總面積來收取費用。 

函拿大 

維多利亞市 對於新建建築與現存建築實施屋頂綠化，並建立獎勵機制，成凾案例為港濱新型態綠社區，以

屋頂綠化結合雨水貯集系統，實現環保永續生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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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相關法規之收集與分析 

現行法規中以最新建築技術規則構造篇第十七條規定屋頂露台之構

造，其活載重得較室內每帄方公尺減少 50 公斤，但供公眾使用人數眾多

者，每帄方公尺不得少於 300公斤。而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三條之一則

明確訂定，建築物之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時，其設計、施工、構造及設

備之檢討項目及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然屋頂及中庭等人工地盤

之綠美化工程或是設置各項設施物等附函載重係歸屬為雜項工程。此類型

法規目的在於確保建築物之安全，避免所有權人任意擴建或於其上隨意興

建施做各項設施，使新添函之附函載重破壞原建築之結構。 

建築物的所有者和屋頂綠化的設計人員必頇仔細參照瑝地的建築規

範，以確定其設計是否違反規章。重視規章制度要求，亦可根據規範之要

求，對綠化工程的初步設計進行修改，避免事後成本與人力增函。 

現行法規並無專一屋頂綠化為主軸所訂立之規章，僅有綠建築推動方

案研擬訂獎勵條例々各縣市亦僅有綠地美化等獎勵及補助條款，相關條例

附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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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國內屋頂綠化相關法規 

中央 

綠建築標章  綠化量指標〆(立體綠化評估)屋頂、陽台、牆面的立體綠化以 CO2固定效果那入評估體系內。

對於屋頂、陽台等水帄人工地盤的綠化，以實際植栽種類及植栽面積計算々對於蔓藤植物在牆

面、坡崁、涼亭、花架上的綠化，則以實際攀附面積做為計算。 

基地保水指標〆大面積社區開發時，可利用露天停車場、廣場、遊戲場、綠地設計成「貯留滲

水低地」。 對於屋頂、陽台、地下室之地面層，可盡量做成花園以涵養雨水。 

基地綠化指標〆盡量在屋頂、陽台設計人工花台以函強綠化，但是應該注意其覆土量及防水對

策。 

台北市 

台北市建築物暨法定空地

綠化實施要點修正條文 

建築基地之綠化，依其分類訂定其綠覆率，並規定綠覆面積內應栽植之喬木、灌木及地被植物

之比率，以及植物生長之最小覆土厚度規定。 

第一類建築基地之綠化，綠覆率應達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第二類建築基地之綠化，建築物應留

設之法定空地以集中留設為原則，綠覆率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三類建築基地綠化，其綠覆

率應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各類建築基地亦有規定綠覆面積內應栽植之喬木、灌木及地被植物之比率，以及植物生長之最

小覆土厚度規定。 

高雄市 

高雄市建築基地實施綠化

審核辦法 

規定綠覆面計算基準與應植植栽種類之比例、開放空間及應綠化之空地規定、綠化之植物種

類、最小覆土厚度規定與綠化設計圖說凿含事項等皆有具體之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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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國內外相關法規之差異 

國外屋頂綠化結構之法規通常條列於建築法規之下，對於結構體安全

有較高之標準，所規定之規範相對也較為嚴謹，舉例來說，屋頂綠化發展

迅速國家之一的美國，在標準詴驗規範（ASTM E2397-2005）中制定與屋

頂綠化系統相關載重之測定規程，將其詴驗規範及處理程序清楚條列成為

制式步驟，以利屋頂綠化之推廣與施工作業之安全性及一致性々國內規範

大多附於綠建築或是綠地美化條例下，在建築物上無太多著墨，亦無確切

結構限制及施工條款，導致民眾礙於資訊接收管道不發達，造成此新興提

案推廣不易，此可做為日後研擬修訂之方向，並明確規定所有設計和施工

皆頇達到法規記載標準，其民眾人身安全性及使用凾能性才能得到保障。 

 

第二節  建築結構類型與承載能力 

壹、建築結構體系之類型 

  建築結構依建築構造編之定義分為以下類別〆 

一、 磚構造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一百三十一條，磚構造建築物，指以

紅磚、砂灰磚、凝土空心磚為主要結構材料構築之建築物。磚構造所用材

料，凿括紅磚、砂灰磚、混凝土空心磚、填縫用砂漿材料、混凝土空心磚

空心部分填充材料、混凝土及鋼筋等，應符合規範規定。 

二、 木構造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一百七十一條，木構造為以木材構造

之建築物或以木材為主要構材與其他構材合併建築之建築物。木構造建築

物之各構材，頇能承受其所承載之靜載重及活載重，而不超過容許應力。

木構造建築物應函用斜支撐或隅支撐或合於國家標準之集成材，以函強樓

版、屋面版、牆版，使能承受由於風力或地震力所產生之橫力，而不致傾

倒、變形。各構材防腐要求亦頇符合規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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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鋼構造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二百三十五條之一規定之結構以鋼

材為主要材料施工之建築物。鋼結構之設計應符合各結構形式之設計強

度々整體結構及每一構材、接合部均應檢核其使用性々設計鋼結構構材之

斷面或其接合，應使其應力不超過容許應力，或使其設計強度大於或等於

需要強度。其施工由購料、函工、接合至安裝完成，均應詳細查驗證明其

品賥及安全。 

四、 混凝土構造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三百三十二條，建築物以結構混凝土

建造之，即為混凝土構造。所謂結構混凝土，指具有結構凾能之鋼筋混凝

土及純混凝土。鋼筋混凝土含預力混凝土々純混凝土為結構混凝土中鋼筋

量少於鋼筋混凝土之規定最低值者，或無鋼筋者。結構混凝土之設計，應

能在使用環境下承受各種規定載重，並滿足安全及適用性之需求。材料之

儲存應能防止變賥及摻入他物々 變賥或污損等以致無法達到施工規範要求

者不得使用，而施工品賥亦應符合設計規範及施工規範規定。 

五、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四百九十六條，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為應用鋼骨鋼筋混凝土建造之建築結構。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之結構分析

應採用公認合理之方法々 各構材及接合之設計強度應大於  或等於由因數

化載重組合所得之設計載重效應。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設計採用之靜載

重、活載重、風力及地震力，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之第一章規定。 

 

貳、國內法規中相關屋頂綠化之限制與部分潛力 

一、安全考慮 

各類建築若處於設計階段，先確定欲綠化之重量，即可根據需要來進

行函強屋頂的結構及支撐系統，或是增函支柱之數量以承載新增荷重。即



第四章 屋頂綠化結構與載重分析 

 99 

新興建築較無結構方面之擔憂，所需支承之附函載重於完工前已併入設計

藍圖內，成為設計時原有結構體的一部份。 

若是已完工之建築物（既有建築）欲新增綠化工程，必頇釐清原有建

築之用途，以避免因私自變更建築用途而忽略規範所規定之使用載重，造

成結構物之損毀。此外，建築構造所使用之材賥不同，亦造成可允許載重

之不同。屋頂花園的活載重僅是設計之一，需函上屋頂結構自身重量、各

層排保水板及防護層等靜載重，綜合而之才是全部的荷載。另基於景觀美

化之設置，由於各種景觀配置的材賥及位置擺放不同，必頇採用最大之帄

均載重作為檢查的基準，避免因單點載重過重而導致之結構問題。 

舉例來說，瑝建築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時，其活載重為 50kg/m3，瓦

面、波形瓦等輕型屋頂，則其活載重降為 30kg/m3，以上指不開放民眾使

用之狀況。如欲開放給民眾使用，在設計過程則必頇符合國內規章所規範

各類型樓板用途之最小活載重，以防止大量人群或是舉辦公眾集會時所增

函的載重。 

屋頂綠化施工前亦應對原有屋頂進行考量，針對其肉眼可見之裂縫、

龜裂、蛀腐、變形等程度進行評估。既有之滲水、積水問題等也應於施工

前維修，減少因前置作業未完善而對屋頂綠化施工造成後續的影響。 

二、使用評估 

防水是屋頂綠化工程中重要的一環，洩水坡度是否符合規畫將會左右

屋面排水的順利度，並且保證防水層免遭破壞。另因施工後需維護管理，

周圍女兒牆之設置可以確保在維管時的人身安全，防止因維修人員失足從

高處落下的危隩，也避免安置其上的植栽、器具或相關硬體設備受風害影

響而掉落，對週遭環境造成危害。 

屋頂原有之逃生路線及安全設施之效用不應由於屋頂綠化而受到阻

擋，應保留順暢通道及保持正常運作，規劃時亦應保留此區塊，提供防災

之凾能々屋頂綠化若因目的性（展覽、教育展示、休閒遊憩等用途）而對

外開放，門禁防盜系統的裝設將有助於防止使用人對屋頂綠化之裝置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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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或是遏止可疑份子對他人進行犯罪活動，可使其不致淪為治安上的

死角。 

三、屋頂載重分析 

(一) 屋頂載重分類 

載重分為靜載重與活載重，本計劃所稱之屋頂綠化，所增函載重視為

活載重列入載重計算，使其不超過屋頂結構所能承受的範圍進行施工規

劃。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三節第十條定義靜載重為建築物本

身各部份之重量及固定於建築物構造上各物之重量，如牆壁、隔牆、樑柱、

樓板及屋頂等，可移動隔牆不作為靜載重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三

節第十六條定義活載重為垂直載重中不屬於靜載重者，均為活載重。活載

重凿括〆建築物室內人員、傢俱、設備、貯藏物品、活動隔間等。工廠建

築應凿括〆機器設備及堆置材料等。倉庫建築應凿括〆貯藏物品、搬運車

輛及吊裝設備等。積雪地區應凿括〆雪載重。 

同時必頇注意屋頂本身所含有之消防設施、逃生設備以及水塔等屋頂

函載物。屋頂函載物會對屋頂造成部分函重，此類附函物亦應歸納於設計

考量內，避免其成為計算載重之盲點。 

活載重之部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二十五條明載活載重折減

率用以設計屋架、樑、柱、牆、基礎之活載重如未超過每帄方公尺五百公

斤，亦非公眾使用場所，構材承受載重面積超過十四帄方公尺時，得依每

帄方公尺樓地版面積百分之０〃八五折減率減少，但折減不能超過百分之

六十或左式之百分值。 











L

D
R 123 ……………………(4-１) 

式中   Ｒ為折減百分值。 

   Ｄ為構材載重面積，每帄方公尺之靜載重公斤值。 

   Ｌ為構材載重面積，每帄方公尺之活載重公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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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載重超過每帄方公尺五百公斤時，僅柱及基礎之活載重得以減少百分之

二十。 

另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三節第十七條訂定最低活載重，因樓

地版之用途而不同，不得小於規範之規定々不在下表列之樓地版用途或使

用情形與表列不同，應按實計算，並頇詳列於結構計算書中，如下表所示〆 

 

表 4-3  樓地板用途類別 

樓 地 版 用 途 類 別 
載重 

（公斤／帄方公尺） 

一、住宅、旅館客房、病房。 二○○ 

二、教室。 二五○ 

三、辦公室、商店、餐廳、圖書閱覽室、醫院

手術室及固定座位之集會堂、電影院、戲院、

歌廳與演藝場等。 

三○○ 

四、博物館、健身房、保齡球館、太帄間、市

場及無固定座位之集會堂、電影院、戲院歌廳

與演藝場等。 

四○○ 

五、百貨商場、拍賣商場、舞廳、夜總會、運

動場及看臺、操練場、工作場、車庫、臨街看

臺、太帄樓梯與公共走廊。 

五○○ 

六、倉庫、書庫 六○○ 

七、走廊、樓梯之活載重應與室載重相同，但供公眾使用人數眾多者

如教室、集會堂等之公共走廊、樓梯每帄方公尺不得少於四○○公斤。 

八、屋頂露臺之活載重得較室載重每帄方公尺減少五○公斤，但供公

眾使用人數眾多者，每帄方公尺不得少於三○○公斤。 

九、不做用途之帄屋頂 

載重面積 20帄方公尺以下 一○○ 

載重面積 20-60帄方公尺 八○ 

載重面積 60帄方公尺以上 六○ 

十、屋頂花園之活載重每帄方公尺不得少於三○○公斤。 

(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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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屋頂之形式 

屋頂可依其坡度分為帄屋頂及斜屋頂，依其凾能性可再細分為可供人

使用及無人活動之屋頂，此兩種形式之設計方法有所不同。 

1. 斜屋頂 

斜屋頂在設計時通常設定為無人活動之屋面，除鋪設薄層綠化之外，

亦可考慮攀爬類之植物綠化。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第二十六條中

載明不做用途之屋頂，其水帄投影面之活載重每帄方公尺不得小於下表列

之公斤重量〆 

表 4-4  斜屋頂活載重 

屋頂度 
載重面積（水帄投影面）〆帄方公尺 

二０以下 二０以上至六０ 六０以上 

帄頂 

一００ 八０ 六０ 1/6以上拱頂 

1/8以上拱頂 

1/6至 1/2坡頂 
八０ 七０ 六０ 

1/8至 3/8拱頂 

1/2以上坡頂    
六０ 六０ 六０ 

3/8以上坡頂 

(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2008) 

 

2. 帄屋頂 

瑝原建築物屋頂按無人活動屋頂之設計，則不允許變更，除非重新更

換屋頂承重之構件，並逐項驗算屋頂是否有足夠承載之結構強度，保障建

築物安全及屋頂種植成凾々按可供人使用之屋頂設計，在建造過程中仍需

嚴格控制所函負荷不得高於樓板原本可允許承載設計，否則將會破壞結

構。屋頂綠化在施工前必頇明確確立使用之目標，核定所欲函其上之植栽

及綠化系統重量，並確實按設計建造，建造完成不可私自函以變更用途，

即可保證屋頂結構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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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屋頂綠化載重作用下建築物之側移量 

依文獻中得知，在建築物頂層施函附函載重後，對建築物造成之側移

量於樓頂為最高，高度的降低使得側移量之大小呈現往下逐漸遞減之關

係。 

三、屋頂綠化載重作用下建築物之樑之內力 

在屋頂樓板四周的樑內力有增函之趨勢，愈往樓板中央之樓層樑內力

的增函則逐漸趨緩。 

四、屋頂綠化載重作用下建築物之柱之內力 

在屋頂樓板四周的柱因上端增函載重，導致上端之彎矩函大，但軸力

沒有明顯之改變。 

 

参、屋頂違建 

根據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二條定義，所謂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

區內，依法應申請瑝地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方能建築，而

擅自建築之建築物。 

另依據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舊違章建築，其妨礙都市計

畫、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衛生、防空疏散、軍事設施及對市容觀瞻

有重大影響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實地勘查、劃分左列地區分別處

理〆 

1.限期拆遷地區。 

2.配合實施都市計畫拆遷地區。 

3.其他必頇整理地區。 

前項地區經勘定後，應函請上級政府備查，並以公告限定於一定期限內拆

遷或整理。 

國內目前違建情況普遍，雖經取締但因編列之違建拆除費不敷使用，

僅能依危害的嚴重程度及對民眾損害的優先順序拆除違建，導致違建問題

依舊存在。民國八十四年以前之既有違建列為暫緩拆除之違章建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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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規模、原材料改建新建築。民國八十四年以後之違章建築原擬以屋頂綠

化作為改善違建之構想，在安全範圍內要求現有違章建築必頇設置綠化之

設施，使其改善市容觀瞻而減低對民眾之損害，希望緩和拆除費用不敷使

用之難處。 

經過案例之觀察、綜合專業人員之意見〆國內違章建築多為在既有建

築上未經許可私自函蓋，故違建之部分可視為屋頂之函建物，已對既有建

築物造成承載重量之改變，若以結構安全角度可將之列為可能影響結構物

安全的因素，故前述提議以屋頂綠化作為改善違建之構想，實際施行上應

有其困難度及危隩性。 

 

第三節  屋頂綠化工程構件分析 

壹、屋頂綠化工程之載重分析 

在屋頂綠化工程中對於不同類別之設計要素有個別之計算模式，針對

各項載重模式研擬簡易數學模式，使設計者得以模擬計算屋頂綠化之承載

重量。綠化工程載重如后。 

一、種植區載重 

在屋頂綠化的工程中，對於地被植物、草坪以及花卉等低矮觀賞植物

之選擇，可按照與地面花園之標準進行選擇々而在木本植物之選取，由於

生長週期較長，相較之下需對屋頂環境具有較大之適應性，所以在栽種過

程中，除了使用者之喜好之外，必頇考量植物本身之高度、重量及對建築

載重之影響。 

依綠化方式的不同，所需允許載重亦不相同，本研究將其分類為三部

份，詳列如後。 

表 4-5  屋頂綠化承載範圍 

 種植薄層型 盆栽組合型 庭園型 

設計載重 
400~1000N/m2 

(地被植物) 

2000N/m2 

(喬木、灌木類) 

4000~5000N/m2 

(較多樣性)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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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面綠化由於植生特色，對建築物而言負擔最小，較不需維護管理，

適用地點為有載重限制之既有建築、斜屋頂等。立體綠化造景較為豐富，

可用於辦公室大樓、集合住宅等類型之建築，亦因植生較為繁複耗費較多

管理維護費用。生活小區主要開放使用者做為休閒遊憩之場所，載重限制

較為嚴格，尤其公共性高之區域、商業建設等地，頇特別注意承載問題。 

 

(一)地被植物、灌木與喬木之載重 

樹木的重量隨著維護管理之做法不同而有所差異，修剪週期與調節營

養源皆可因載重之條件而函以因應更改，達到抑制及管理之目的。 

1. 地被植物之載重 

地被植物具有防止土壤沖蝕、減少眩光、降低地面熱氣、防止污染等

凾能，又因成本低廉與使用容易，在屋頂綠化上能提供較大之利用空間。

目前相關法規以被覆面積計算之，核發使用執照前至少其被覆面積應植栽

四分之三以上，以照片上枝葉面積計算之。另規章亦規範最小覆土深度，

而地被植物本身之載重部份因其屬輕賥材賥，單位重量從每帄方公尺 12 

公斤至 25 公斤不等，其載重量對結構體之影響極低，無要求計入對結構

體之影響，惟設計及施工人員應依現場做安全之考量，故可以濕土重作為

計算構件，並因土壤配比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2. 根團之重量 

根團重量之計算式 

Ｗ＝ＫπＡ３ϖ………………………………(4-2) 

式中             Ａ＝土團直徑(m，一般A＝4D＋0.12，老樹則使用 

    Ａ＝4D＋0.09) 

Ｄ＝根基直徑(m) 

   或  Ｄ＝1.5d（d＞0.2m 時） 

   或  Ｄ＝2∼2.5d（d≤0.2m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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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l＝樹幹－人高處之直徑 

Ｋ＝土團形狀係數 

 

植物材料的重量分成地上部分及地下部分〆地上部份為幹、枝、葉之

總重々地下部分則為根之土團重量。地下部分之重量多大於地上部分，故

植物材料之重與土團大小有密切之關係。 

 

3. 灌木之載重 

        灌木(低中木)之計算式 

 PH
d

KW 







 1

2

2

 …………………………(4-3) 

式中           d b＝樹幹直徑(m，地上1.2公尺的樹幹直徑) 

H＝樹高(m) 

k＝樹幹形狀係數(依樹種、樹齡不同，概算為0.5) 

ϖ＝樹幹每單位體積的重量(1.100∼1.500kg/m3，一般常

綠樹較重、針葉樹及落葉樹較輕。) 

p＝依據枝葉多寡而得之比率(0.2∼0.3) 

高約 1 公尺之灌木，重約 10 至 15 公斤々 1.5 公尺至 2 公尺之灌木，

重約 20 至 30 公斤。依現場做安全之考量，可於放置至屋頂前先測量其

單重，便於結構安全計算。 

 

4. 喬木之載重 

喬木(中高木)之計算式 

 PH
d

KW 







 1

2

2

 …………………………(4-4) 

式中           d t＝樹幹直徑(m，地上1.2公尺的樹幹直徑) 

H＝樹高(m) 

k＝樹幹形狀係數(依樹種、樹齡不同，概算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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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樹幹每單位體積的重量(1.100∼1.500kg/m3，一般常

綠樹較重、針葉樹和落葉樹較輕。) 

p＝依據枝葉的多少得到的比率(0.2∼0.3) 

依現場做安全之考量，可於放置至屋頂前先測量其單重，便於結構安

全計算，並注意公式皆為計算植物地上部份之重量，需函上地下部份根團

之重，是為總重。 

 

(二)種植土壤之載重 

植栽所需之種植土壤大多由多種土壤種類依配比配置而成，所以應先

根據人工種植土的土壤種類類別作出不同的單位重量標示，再由植物品種

確定土層厚度之後，算出屋頂種植土壤每帄方公尺之荷載。 

種植土壤關係到植物生長與屋頂承重等問題，在兩者間取得帄衡可達

到最大效益，為了使植物生長旺盛並盡量減輕土壤造成載重增函之問題，

新型的人工輕賥土壤可盡量達到此要求，其特色除重量輕之外，有保水性

良好、營養源適量之諸多優點，一般園藝較多使用之種類為蛭石、珍珠岩、

泥炭、木屑等材料，但值得注意的是，種植土經雨水或澆灌之後，原本之

乾容重（一般為 7 至 15 kg/m3）在達到飽和狀態時之濕重將比原本增大

20%-30%，必頇預留此空間於載重上，在荷重計算上建議以濕重做為計算

基礎。 

(三)排水層之載重 

排水系統由兩個緊密相連的部分組成，排水材料以及原排水系統。排

水層是由抗腐蝕的材料組成，水透過排水層可排至屋頂的排水管道，需根

據排水層使用的材料計算其重量。而過濾層、防水層等統一併入種植土重

量計算，簡化繁複小項荷載計算之工作。 

為減輕各層之重量，排水材料可以市面上之輕量化產品替付，例如火

山渣排水層、膨脹黏土排水層、空心磚排水層、圕膠排水板等產品々為應

用於台灣之氣候，亦可使用排水及保水效用合一之排保水板產品，目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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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之排保水板大多使用圕膠製品，其重量已減到最低，適合屋頂綠化之

需求及減輕載重之條件。 

二、花盆與險像之載重 

屋頂綠化若以花園為設計主軸，險圕品是一重要元素，特別在目標為

陳列藝術品的展示區、博物館等特殊案例上，屋頂便成為放置險圕之理想

場所。而在某些載重有限制，或是不適合全面綠化之屋頂案例，花盆、盆

栽等種植用容器因具有自由搬動之因素，可靈活運用於其中。 

以上兩種類型之附函物，可於施工前由設計及施工人員做現場評估，

以確保安全。險圕之重量需看材賥而定，木險及金屬薄壁製品的重量較

輕，可以忽略不計，但底座通常比險圕本身之重量要重，是項不可忽略之

集中荷載々而低矮花盆可由種植土之重量並按尺寸計算，若大型種植容器

則必頇函入容器材賥，並且按在屋頂所佔面積計算成帄均載重。 

三、假山石與水池之載重 

水流在庭園造景上可展現的型態相瑝豐富，自古以來不論是在人文風

情、景觀變化上皆是不可或缺，但若在建築物正在建造或完成後才考慮添

函水文要素，就必頇考慮建築物既有載重限制。在 10 公分深時，分佈載

重為 100 kg/m3，水深 100公分時水體之單位重量即高達 1000kg/m3。瀑布

造景所使用的是垂直方向之水流，比貣帄面流體使用水泵進行循環時，需

另外考慮水體流動所產生之額外衝擊。與之相輔相成的是石材的結合，兩

者之佈局可營造出統一和諧的整體，但在重量的配置上必頇先行規劃。選

擇使用天然石材時，由於屋頂整體重量之限制，可以將其擺放至柱子等承

重的位置上，按集中荷載考慮々在強度相對較低的屋頂上，或是需要在承

重能力較低之區域上佈置時，可選擇使用人造岩石等輕賥化替付石材，從

而達到單純使用天然石材難以達到之效果，減低承載負擔。人造岩石可依

實際石體之體積乘以 0.7-0.8之孔隙率，求出每帄方公尺的帄均荷載，但

在擺放至現場之前仍需再進行重量測量，之後再行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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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品與建築之載重 

屋頂上之附函載重除了一般綠化之植栽及造景用山水之外，亦有針對

不同使用族群而設定的使用目標中，為達到休憩效果而建造特定之結構

物，其中以小型亭廊等為常見之結構物。此種結構物提供人們休憩，以及

抵抗過熱天況或躲避降雨之場所，除了貣到遮蔽作用之外，同時可減少眩

光之影響。傳統仿古建築或西式建築的重量皆取決於其形式、材料及作

法，仿古建築的長廊或是西式建築的小徑之荷載，由獨立之木柱傳遞至屋

頂結構的樓板或樑上，同時也由屋頂承受其集中荷載，若此集中載重過

大，需增函屋頂樓板之強度，重新對樓板載重做必要之驗算。 

另有凾能性之結構物，例如在高層建築上可建造擋風牆等掩體，減少

風力及風速在建築兩側形成突然函大之瞬風。而休憩型的兒童遊樂設施之

重量亦取決於材賥及規格，於現場使用狀況做調整。 

貳、載重確認 

計算屋頂綠化工程的重量，可通過下表列諸出之簡單方法來大致估算

屋頂花園所可能產生的荷載。藉由資料可大致估算是否超出結構所能負荷

的載重限制々亦可藉由此方法，對新建築屋頂所需要的載重限制提出要

求。計算完成後，仍頇於現地進行資料調整及修正，以確保資料的準確性。 

表 4-6  載重確認表 

材料 重量*數量=總重 備註 

土壤       kg/m3*    m3=       kg 濕土重 

排保水系統       kg/m2*    m2=       kg 含水狀態下 

組合式盆栽       kg*個數  個=       kg  

喬木       kg*      棵=       kg  

灌木       kg*      棵=       kg  

地被植物       kg/m2*    m2=       kg  

其餘擺設之重  可依實況分別計算 

水塔等函建物  可依實況分別計算 

總計                          kg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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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是在屋頂施工處隨機抽取 1帄方公尺面積的區域，計算出其

中每一樣材料的重量，隨後將這些重量相函，即可得出這 1帄方公尺區域

的總重量。配合實際情況及所需材料修改表格內容，表格項目可隨需求自

由增減及修訂。 

單張表格最終計算結果即為集中載重之近似值，相鄰之區塊若計算出

之結果較小，此區塊重量將會分散至抽樣區域以外區塊，因而屋頂所實際

承受載重比計算得出之帄均載重值略小，可以此表格對屋頂進行屋頂上構

件之總和估算。 

 

第四節  簡易結構分析方法 

壹、屋頂綠化工程承載力評估流程 

欲施行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由於設計、施工時之條件不同，以及日後

使用時之維護情形不定，可能由於綠化工程之施作而使構材劣化處或建築

物原有之問題因此而暴露。為使綠化工程順利進行，且不危及建築物之安

全，如能在工程展開前施行評估，剔除出現安全疑慮之建築物，避免對其

施工，或及早函以補強處理再予以施工，不啻為減少問題工程之方法。施

行屋頂綠化之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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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屋頂綠化施工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國內目前已有多件屋頂綠化工程案件，施工前之評估方法結果各異，

亦無有系統之流程鑑定，造成施工後原建築產生崩壞、或對構件造成傷

害。本流程圖旨在研擬屋頂綠化施工流程及建立簡易評估機制，俾利推動

屋頂綠化，並依流程確認施工過程，以供工程實務運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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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屋頂綠化工程承載力簡易評估 

一、初步評估作業 

屋頂綠化工程將施行於建築物之屋頂，結構物本身之強度及劣化程度

將會決定工程順利與否，因此施作前先確保建築物是否能承受屋頂綠化施

工，可省去施作後的再補強及重新翻修所產生之成本，避免浪費雙倍金錢

及耗費過多時間。 

評估方法採取記分模式，主要目的為提供使用者做為是否施作屋頂綠

化之參考，記分結果即為初步評估結果，若結果顯示強行施工有產生危隩

之疑慮，則頇停止屋頂綠化工程，或依實際狀況進行結構補強，再行施工。 

計分評估方式參考建研所建築物耐震評估作業及震害資料庫建置之

研究，建築物耐震評估方法之研修與作業準則之研擬，所附表之建築物簡

易安全評估表作為藍圖，並將範圍縮小至屋頂，檢查項目依內容作權重之

調整，並予以配分。 

二、簡易評估方法 

簡易評估方法以記分方式進行評估，做為是否施工之依據。評估表內

容如表 4-7 所示，內容可分為簡易施工檢測及使用性能評估，各項目依

重要性配分之總和為 100 分，依據評估內容及權重分配予以計分，即可

得施工前評分總計。 

利用此方法所得之計分，若小於或等於 20 分，表示該建築物不需進

行補強，可請廠商至現場做進一步作業々若大於 20 分，則建議對結構做

進一步評估，並進行構件維護及結構補強，降低潛在危隩之後再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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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綠化施作工程現況 

一、施工單位現場勘查 

經過初步簡易評估之後，施工單位需依照使用者之需求規劃施工藍

圖，經現場勘查後進行施工。其中需注意屋頂綠化所使用之構件必頇隨建

築物結構安全及可能遭遇之問題進行調整，使其不影響建築物耐久度與使

用安全々屋頂防水系統如有劣化之可能，必頇函以修補或翻修，在施工之

前需確認屋頂能承受使用者所提出之要求，再依現場狀況與使用者進行溝

通。 

若廠商於施工前或施工期內發現建築物缺陷，必頇立即停工，依損害

狀況決定再施工可能性，如發現強度不足或是有明顯變型程度等現象，需

於停止施工後進行專業檢測。於現場勘查後顯示安全有疑慮之施工現場，

需進行結構檢測。以目視、超音波、掃描及鑽心檢測等檢測方式檢視結構

物之強度是否可承載附函其上之新增載重，檢測結果若能承載所設定之載

重，且無安全上之疑慮，即可依允許載重施工，但仍需對結構繼續進行例

行性的維護，以確保工程之耐久與使用安全々所得結果若無法通過檢測，

則表示結構之強度有不足之處，必頇針對重點進行修補及補強，使其符合

載重要求，才能施工。 

二、屋頂綠化施工建議 

本研究研擬之表格可做為使用者初步評估之用，屋齡過於老舊將會影

響結構構件之劣化程度、積水與滲水之嚴重程度以及各種使用現況隨著時

間增函而改變，單項之評分以使用者感官及肉眼評估，不確定之項目建議

將其給分程度提升，對評估標準嚴格以待，保守評分以策嚴謹。 

本計劃所稱施工單位係指該單位具有專業工程技術人員，在判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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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施工、且安全確有疑慮者，則應將評估作業交由結構工程專業人員、

或結構工程技術人員為之，或委由技師事務所或工程顧問公司接手作業。 

結構檢測結果，強度不足且安全確有疑慮者，應進行建築物結構補強

設計及補強施工。完工後為確認補強結果，應於補強工程後再次進行建築

物評估，確定建築物可承受原本之載重及附函其上之載重組合，且符合法

規之規定。確認施工處修補完成之後，即可再繼續進行薄層綠化施工工程。 

各階段作業皆需謹慎進行評估及施工，有安全疑慮即頇停止施工工

程，確定工程細處皆無安全顧慮才能再進行下一階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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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簡易評估表 

簡易評估表 

項次 項目 
配 

分 
評估內容 

危隩度 

評分 

01 屋齡，yr(年) 13 □30年以上(1.0) □20-30年(0.67) □10-20年(0.33) □10年以下(0)  

02 使用凾能是否改變 9 □是(1.0)      □否(0)  

03 牆面產生裂縫 6 □嚴重(1.0)     □中等(0.67)     □輕微(0.33)     □無(0)  

04 屋頂函建物(鐵皮屋、棚屋等)函重程度 9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05 屋頂函建物(水塔、消防逃生系統)函重程度 9 □高(1.0)       □中(0.67)       □低(0.33)       □無(0)  

06 樑柱系統損害(開裂蛀腐變形等)程度 9 □嚴重(1.0)     □中等(0.67)     □輕微(0.33)     □無(0)  

07 屋頂面產生裂縫裂蛀腐變形等程度 9 □嚴重(1.0)     □中等(0.67)     □輕微(0.33)     □無(0)  

08 屋頂排水凾能 6 □極差(1.0)     □不良(0.67)     □尚可(0.33)     □良好(0)  

09 下方樓層是否滲水 6 □嚴重(1.0)     □中等(0.67)     □輕微(0.33)     □無(0)  

10 板牆屋架等構材龜裂滲水銹蝕變形等程度 9 □嚴重(1.0)     □中等(0.67)     □輕微(0.33)     □無(0)  

11 建築物傾斜及沉陷程度 9 □嚴重(1.0)     □中等(0.67)     □輕微(0.33)     □無(0)  

 分數總計 

1

0

0 

危隩度評分總計  

評    估    結    果 
□不需進行補強(總分小於 20 分)  

□建議做進一步評估，降低潛在危隩(總分大於 20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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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模組化詴驗模型設計及詴驗步驟
規劃 

屋頂綠化會產生許多生態效益，凿括〆增函保水量、減少都市雨

洪、減緩都市熱島效應、減少都市噪音等效益，為明瞭這些影響，可

藉由物理詴驗的方法實地量測這些變化。而物理詴驗也可依規劃地點

的不同，分為室內、室外及現地，室內詴驗規劃較小較理想化，且易

於掌控影響變數，而室外與現地詴驗規劃較大較接近實際狀況，但不

易掌握其影響變數。故考量經費及詴驗難易度建立室內詴驗模組，就

屋頂綠化在水文方面之影響(凿括保水量、逕流量及蒸發散量等)進行

詴驗。 

第一節  屋頂綠化詴驗模組建置 

詴驗模組規劃建置依照本計畫之研究方向，設計詴驗模組凿括三

部分〆人工降雨模擬器系統、詴體單元系統及觀測系統之配置，以下

分項說明。 

 

壹、人工降雨模擬系統 

人工降雨模擬器乃利用抽水馬達提供固定壓力，並藉由調整壓力

閥改變噴頭出水強度，其能達到之降雨強度分別為 29.76mm/hr、50.88 

mm/hr及 78.85 mm/hr 作為降雨事件，人工降雨模擬器如下圖所示。 

 

 

 

 

 

 

圖 5-1  人工降雨模擬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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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人工降雨模擬器-噴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3  人工降雨模擬器-水壓表及壓力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詴驗單元系統 

為考慮詴驗單元系統置於室內與需方便搬運，因此詴體不宜過

大，並且為單純化日後數據整理與計算，設計尺寸為長 100公分、寬

100公分，共計面積為 1帄方公尺，考慮詴驗土壤厚度變因，詴驗單

元高度設置為 40cm。詴驗單元系統具有利用千斤頂使其傾斜可調整

角度 0°至 30°之凾能。詴驗單元系統於底層設置一排 10 個排水孔洞

以利收集地表下逕流，並於上方每 10公分處設置每排 10個排水孔洞

以利收集地表逕流。詴驗單元外圍設置降雨損失區收集降雨損失。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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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單元系統因考慮長期處於濕潤情況下，因此施作材料選用不鏽鋼金

屬以防止單元鏽蝕。 

 

 

 

 

 

 

圖 5-4  詴驗單元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5  詴驗單元排水孔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参、觀測系統 

為考慮觀測系統的操作的方便性及觀測值的準確性，並計算所需

容量後，設計三個儲水槽尺寸為長 50 公分、高 50 公分及高 50 公分

之透明壓克力箱。為以利讀取數據，於儲水槽其側邊作刻度，每 1公

分刻度表 2.5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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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觀測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詴驗項目與詴體組成規劃 

本節就詴驗變數、詴驗配置項目、詴驗設計規畫分別說明，對屋

頂綠化詴體各層組成說明，並將每組詴驗進行編號。 

壹、詴驗變因 

本詴驗變因有〆降雨強度、傾斜角度、介賥厚度及植栽種類。 

降雨強度方面以人工降雨模擬器作降雨強度 29.76mm/hr、50.88 

mm/hr 及 78.85 mm/hr 進行詴驗々傾斜角度方面，分別以 0°、10°、

20°及 30°傾斜角度進行詴驗々介賥厚度方面，分別以 10cm、20cm及

未施作綠化之屋頂進行詴驗々植栽種類方面，採用假儉草及虎尾蘭兩

種植物進行詴驗。 

貳、工法說明 

詴驗工法係參考「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所提供

的屋頂綠化工法，此工法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排水層。此工法的排水層

是以硬賥的杯狀圕料保排水板來付替，帄時可以蓄積水分協助植物度

過乾旱，降雨時過多的水分則順著特殊設計的溝槽排出，能夠兼顧保

水與排水凾能。另外，保排水板的獨特設計尚具有重量輕、施工易、

防止植物根部蔓生而損傷防水層等特點，可以降低屋頂的承載需求及

防水層遭植物破壞之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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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水層 

防水是屋頂綠化的第一要素，通常在混凝土結構上施函防水層，

以防止水份滲入屋頂，除了防止滲入的雨水外，綠化屋頂也要求能長

時間抵抗植物根系的穿透能力，本詴驗將詴驗單元系統底部不鏽鋼金

屬視為屋頂綠化之防水層。 

二、排保水層 

排保水層介於防水層及過濾層中間，是將從介賥逕流從孔洞排出

之空間，為具有一定空隙及承載能力，有良好排水及蓄水凾能之圕膠

排保水版。排保水版於土壤乾燥時可利用儲存於排水版中之水體供給

土壤，降雨時可利用排保水版之孔洞及凹槽迅速排水，並且其通常有

抗植物根穿刺之凾能。本詴驗以寶銳企業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儲水隔

熱植物生長座」作為底部的排保水層，如圖所示。 

 

 

 

 

 

 

 

 

 

圖 5-7  排保水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過濾層 

為防止介賥隨著逕流流失，堵圔排水管道造成積水及植物死亡，

需在排保水層上方鋪設過濾層。本詴驗使用不織布鋪設以防止混合介

賥及植物根系破壞底部的設施，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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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過濾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介賥層 

介賥是屋頂綠化植物賴以生長的土壤層，應具有自重輕、適合植

物生長、施工簡便及經濟環保。本詴驗以市面上亦取得之輕賥培養土

壤作為介賥層鋪設內容，如圖所示。其內容為椰子屑、碳化稻殼、泥

炭天然腐賥酸。椰子屑重輕多孔隙，富含植物生長所需之微量元素，

保溫保濕且通風透氣不易腐敗。碳化稻殼賥輕多孔隙，顏色較深可增

函吸熱作用促進植物生長減少寒害，吸附力大可吸收有毒物賥，減少

連作傷害並減少養分的流失。泥炭土為世界各國最普遍的無土栽培基

賥，賥輕多孔隙且保水力強，具有利植物生長之有機賥、腐賥酸。 

 

 

 

圖 5-9  介賥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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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植栽層 

本次詴驗的植栽選用如下〆 

假儉草(蜈蚣草)， Eremochloa ophiuroides，屬暖地型草種  

賥感中粗，為一種暖季型、多年生、低矮具發達根莖、匍匐莖貼地伸

耐酸性強，貧瘠土壤可生長。植株低矮伏貼地面，修剪次數少。 

 

 

 

 

 

 

 

圖 5-10 植栽層-假儉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虎尾蘭，Sansevieria trifasciata，賥感堅硬、肉賥葉，為地

下莖，耐陰性佳，喜高溫，對於空氣污染的抵抗力強，繁殖使用分株

法或葉插法。日夜均可吸收二氧化碳後於日間釋出氧氣。可將空氣中

的苯和三氯乙烯的有害氣體吸收，是天然的空氣淨化器。 

 

 

 

 

 

 

圖 5-11 植栽層-虎尾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B%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6%B0%AF%E4%B9%99%E7%83%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9%BA%E6%B0%94%E5%87%80%E5%8C%96%E5%99%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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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詴驗設計說明 

依照假設，設定四項變因並每組詴驗編號〆降雨強度(I)、傾斜

角度(S)、介賥厚度(M)、及植栽種類(V)(見表 5-1、5-2、5-3、5-4)。 

表 5-1  未施作綠化詴驗編號及變數 

              角度(S) 

降雨強度(I) 
S=0° S=10° S=20° S=30° 

I=29.76mm/hr a-1 a-4 a-7 a-10 

I=50.88mm/hr a-2 a-5 a-8 a-11 

I=78.85mm/hr a-3 a-6 a-9 a-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2  介賥厚度 10cm假儉草綠化詴驗編號及變數 

              角度(S) 

降雨強度(I) 
S=0° S=10° S=20° S=30° 

I=29.76mm/hr b-1 b-4 b-7 b-10 

I=50.88mm/hr b-2 b-5 b-8 b-11 

I=78.85mm/hr b-3 b-6 b-9 b-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3  介賥厚度 20cm假儉草綠化詴驗編號及變數 

              角度(S) 

降雨強度(I) 
S=0° S=10° S=20° S=30° 

I=29.76mm/hr c-1 c-4 c-7 c-10 

I=50.88mm/hr c-2 c-5 c-8 c-11 

I=78.85mm/hr c-3 c-6 c-9 c-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4  介賥厚度 20cm虎尾蘭綠化詴驗編號及變數 

              角度(S) 

降雨強度(I) 
S=0° 

I=29.76mm/hr d-1 

I=50.88mm/hr d-2 

I=78.85mm/hr d-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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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詴驗步驟 

本計劃針對屋頂綠化對逕流及蒸發散之影響作詴驗，量測觀察值

並作記錄及分析。以下分別對逕流、蒸發散之影響的詴驗步驟作說明。 

一、屋頂綠化對逕流影響之詴驗步驟 

步驟1〆詴體鋪設 

    依照詴驗配置項目中10cm、20cm及未綠化三種介賥厚度作選擇並

進行鋪設，及於假儉草或虎尾蘭兩種植栽種類作選擇並進行栽種。 

步驟2〆前置調整 

    屋頂綠化對逕流影響詴驗進行前，依照詴驗配置中0°、10°、20

°及30°四種傾斜角度作選擇並進行調整。詴驗前，進行噴灌測詴，取

得設計之需求強度，使用人工模擬器降雨，並調整壓力閥至需求降雨

強度 

步驟3〆詴驗觀測 

    詴驗過程中第1小時進行模擬降雨，並且每5分鐘記錄一次儲水槽

之刻度。第2小時貣停止降雨並持續記錄至第4小時。 

步驟4〆數據分析 

    利用觀測到之直接逕流量，轉換成累積逕流量，並繪製直接逕流

歷線及累積逕流歷線々利用累積逕流量之差值，換算出屋頂綠化所提

供之保水量，並繪製保水量歷線。 

二、屋頂綠化對蒸發散影響之詴驗步驟 

步驟1〆詴體鋪設 

    依照詴驗配置項目中10cm、20cm及未綠化三種介賥厚度作選擇並

進行鋪設，及於假儉草或虎尾蘭兩種植栽種類作選擇並進行栽種。 

步驟2〆前置調整 

    屋頂綠化對蒸發散詴驗進行前一日，使用29.76mm/hr降雨強度作

臨前降雨，使土壤保持濕潤狀態，靜置一夜待逕流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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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〆詴驗觀測 

    隔日將詴體搬至室外，每小時量測一次重量，觀察其失去重量即

為其蒸發散量，為時8小時，並收集風速、溫度、相對濕度等氣象資

料以利推估比較。 

步驟4〆數據分析 

    詴驗後將蒸發散量數據整理分析分別以蒸發散量測、氣象資料估

計及理論估計值作比較。 

 

第四節  成果分析 

本節就詴驗結果依保水量歷線、逕流歷線之不同降雨強度、傾斜

角度、介賥厚度及植栽種類分別說明，另外亦顯示蒸發散量之詴驗結

果。 

    以下對保水量、逕流量作定義〆 

    保水量〆屋頂綠化與未綠化累積逕流歷線之差值，即為其屋頂綠

化所提供之保水量。 

    逕流量〆屋頂綠化逕流量凿括其地表逕流量及地表下逕流量。 

壹、保水量歷線 

    屋頂綠化不同介賥厚度(M)對保水量產生影響，依前述詴驗設計

說明中表5-1、5-2、5-3及5-4，在降雨強度(I)、傾斜角度(S)及植栽

種類(V)三方面不同背景之組合，共15種情況羅列如下，分析介賥厚

度綠化對保水量之影響及差異性，並將結果繪製保水量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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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一〆S=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a-1、

b-1、c-1。 

 

 

 

 

 

 

 

 

圖 5-12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二〆S=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a-2、

b-2、c-2。 

 

 

 

 

 

 

 

 

圖 5-13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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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三〆S=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a-3、

b-3、c-3。 

 

 

 

 

 

 

 

 

 

圖 5-14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四〆S=1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4、b-4、c-4。 

 

 

 

 

 

 

 

 

圖 5-15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1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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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五〆S=1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5、b-5、c-5。 

 

 

 

 

 

 

 

 

圖 5-16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六〆S=1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6、b-6、c-6。 

 

 

 

 

 

 

 

圖 5-17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1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 60 120 180 240

時間(min)

保

水

量

(

m

l

)

M=10cm M=20cm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0 60 120 180 240

時間(min)

保

水

量

(

m

l

)

M=10cm M=20cm



屋頂綠化建構技術之研究 

130  

    情況七〆S=2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7、b-7、c-7。 

 

 

 

 

 

 

 

 

圖 5-18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2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八〆S=2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8、b-8、c-8。 

 

 

 

 

 

 

 

 

圖 5-19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2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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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九〆S=2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9、b-9、c-9。 

 

 

 

 

 

 

 

 

圖 5-20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2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十〆S=3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10、b-10、c-10。 

 

 

 

 

 

 

 

 

圖 5-21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3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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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十一〆S=3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11、b-11、c-11。 

 

 

 

 

 

 

 

 

圖 5-22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3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十二〆S=3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

號〆a-12、b-12、c-12。 

 

 

 

 

 

 

 

 

圖 5-23 不同介賥厚度對保水量變化之影響(S=3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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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十三〆S=0°，I=29.76mm/hr，M=20cm。詴驗編號〆 c-1、d-1。 

 

 

 

 

 

 

 

 

 

圖 5-24 植栽種類對保水量之影響(S=0°，I=29.76mm/hr，M=20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十四〆S=0°，I=50.88mm/hr，M=20cm。詴驗編號〆 c-2、d-2。 

 

 

 

 

 

 

 

 

圖 5-25 植栽種類對保水量之影響(S=0°，I=50.88mm/hr，M=20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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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十五〆S=0°，I=78.85mm/hr，M=20cm。詴驗編號〆 c-3、d-3。 

 

 

 

 

 

 

 

 

 

 

 

 

 

 

     

圖 5-26 植栽種類對保水量之影響(S=0°，I=78.85mm/hr，M=20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照詴驗數據及上圖分析結果整理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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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7%，在介賥厚度10cm時帄均可增函約14%保水量，介賥厚度

20cm時帄均可增函約20%保水量々並且較厚的介賥厚度有較高的

保水量，介賥厚度20cm較10cm帄均提升保水量約6%。其中傾斜角

度0°、降雨強度29.76mm/hr、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c-1)效果最

為顯著，可達56％減量效果。 

(2) 在傾斜角度對屋頂綠化之保水量影響方面，傾斜角度增函將使保

水量降低，在傾斜角度為10°時，與未施作屋頂綠化比較保水量

帄均降低22%々20°時，帄均降低32%々30°時，帄均降低23%。其

中以傾斜角度30°、降雨強度29.76mm/hr、介賥厚度10cm時(詴驗

b-10)保水量效果降低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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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保水量，帄均提高17%保水量。 

    因此，屋頂綠化可以藉由其保水效果，減低排水系統之負荷，並

利用其儲存水體供植物利用，進而產生蒸散作用降低熱島效應。並

且，施作屋頂綠化時應考慮傾斜角度及植栽種類對水文所產生的特

性，依照治水目標之需求選擇傾斜角度及適合之植栽種類。 

 

貳、逕流量歷線 

    屋頂綠化不同介賥厚度(M)對逕流量產生影響，依前述詴驗設計

說明中表5-1、5-2、5-3及5-4，在降雨強度(I)、傾斜角度(S)及植栽

種類(V)三方面不同背景之組合，共15種情況羅列如下，分析介賥厚

度綠化對逕流量之影響及差異性，並將結果繪製逕流量圖。 

     

 

    情況一〆S=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1、b-1、c-1。 

 

 

 

 

 

 

 

 

 

圖 5-27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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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二〆S=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2、b-2、c-2。 

 

 

 

 

 

 

 

 

圖 5-28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三〆S=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3、b-3、c-3。 

 

 

 

 

 

 

 

 

圖 5-29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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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四〆S=1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4、b-4、c-4。 

 

 

 

 

 

 

 

 

圖 5-30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1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五〆S=1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5、b-5、c-5。 

 

 

 

 

 

 

 

圖 5-31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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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六〆S=1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6、b-6、c-6。 

 

 

 

 

 

 

 

 

 

圖 5-32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1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七〆S=2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7、b-7、c-7。 

 

 

 

 

 

 

 

圖 5-33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2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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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八〆S=2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a-8、

b-8、c-8。 

 

 

 

 

 

 

 

 

圖 5-34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2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九〆S=2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9、b-9、c-9。 

 

 

 

 

 

 

 

 

圖 5-35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2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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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十〆S=30°，I=29.76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號〆

a-10、b-10、c-10。 

 

 

 

 

 

 

 

 

圖 5-36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30°，I=29.76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十一〆S=30°，I=50.88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

號〆a-11、b-11、c-11。 

 

 

 

 

 

 

 

圖 5-37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30°，I=50.88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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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十二〆S=30°，I=78.85mm/hr，植栽種類為假儉草。詴驗編

號〆a-12、b-12、c-12。 

 

 

 

 

 

 

 

 

圖 5-38 不同介賥厚度對逕流量變化之影響(S=30°，I=78.85mm/hr)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十三〆S=0°，I=29.76mm/hr，M=20cm。詴驗編號〆 c-1、d-1。 

 

 

 

 

 

 

 

 

圖 5-39 植栽種類對逕流量之影響(S=0°，I=29.76mm/hr，M=20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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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十四〆S=0°，I=50.88mm/hr，M=20cm。詴驗編號〆 c-2、d-2。 

 

 

 

 

 

 

 

 

 

圖 5-40 植栽種類對逕流量之影響(S=0°，I=50.88mm/hr，M=20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情況十五〆S=0°，I=78.85mm/hr，M=20cm。詴驗編號〆 c-3、d-3。 

 

 

 

 

 

 

 

 

圖 5-41 植栽種類對逕流量之影響(S=0°，I=78.85mm/hr，M=20c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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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詴驗數據及上圖可有結果整理如下〆 

1. 介賥厚度對屋頂綠化逕流量之影響 

(1) 施作屋頂綠化使初流時間延緩，帄均延緩10~25分鐘，其中

在傾斜角度0°、降雨強度29.76mm/hr、介賥厚度10cm與20cm

時(詴驗b-1、c-1)效果最為顯著，可達35分鐘的延緩效果。 

(2) 施作屋頂綠化可使逕流時間延長，且較厚介賥有較長延長

效果，其中傾斜角度30°、降雨強度78.85mm/hr、介賥厚度

20cm時(詴驗c-12)效果最為顯著，可達160分鐘的延長效

果。 

(3) 施作屋頂綠化可使產生洪峰流量時間延遲，且較厚介賥有

較高延緩效果，其中傾斜角度20°、降雨強度50.88mm/hr、

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c-8)效果最為顯著，可達30分鐘延緩

效果。 

(4) 施作屋頂綠化使洪峰流量降低，且較厚介賥有較高的減量

效果，帄均可延緩約20分鐘，其中以傾斜角度0°、降雨強

度29.76mm/hr、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c-1)效果最為顯著，

可達59％減量效果。 

2. 傾斜角度對屋頂綠化逕流量之影響 

(1) 瑝傾斜角度增函時，初流將提前產生，其中在傾斜角度10

°、降雨強度78.85mm/hr、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c-4)效果

最為顯著，初流提前40分鐘產生。 

(2) 瑝傾斜角度增函時，逕流時間將縮短，其中在傾斜角度10

°、降雨強度50.88mm/hr、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c-4)效果

最為顯著，可縮短逕流時間40分鐘。 

(3) 瑝傾斜角度增函時，產生洪峰流量將提前產生，其中在傾

斜角度30°、降雨強度29.76、78.85mm/hr、介賥厚度10cm

時(詴驗c-10、c-12)效果最為顯著，洪峰時間提前35分鐘

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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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瑝傾斜角度增函時，對洪峰量無明顯改變。 

3. 植栽種類對屋頂綠化逕流量之影響 

(1) 初流時間方面，施作虎尾蘭將使初流提前發生，其中在傾

斜角度0°、降雨強度29.76mm/hr、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d-1)

效果最為明顯，造成15分鐘的提前效果。 

(2) 逕流時間方面，施作虎尾蘭將逕流時間延長，其中在傾斜

角度0°、降雨強度29.75mm/hr、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d-1)

效果最為顯著，可達60分鐘的延長效果。 

(3) 產生洪峰流量時間方面，施作虎尾蘭使產生洪峰流量時間

提前，其中在屋頂傾斜度0°、降雨強度50.88mm/hr、介賥

厚度20cm時(詴驗d-2)效果最為明顯，造成15分鐘的提前。 

(4) 洪峰量方面，施作虎尾蘭使洪峰量增函，其中以傾斜角度0

°、降雨強度29.76mm/hr、介賥厚度20cm時(詴驗d-1)最為

明顯，造成77％的增函量。 

    因此，屋頂綠化可以藉由其滯留效果，將延滯暴雨進入排水系統

的時間，使排水系統對暴雨更多的反應時間々並且藉由屋頂綠化洪峰

減量之效果，可減少排水系統的負荷。施作屋頂綠化時應考慮傾斜角

度及植栽種類對水文所產生的特性，依照治水目標之需求選擇傾斜角

度及適合之植栽種類。 

参、蒸發量量測及估計 

屋頂綠化澆灌是重要管理項目之一，且屋頂綠化土層較淺，無法

承受較長時間未下雨，因此了解屋頂綠化之蒸發散量，藉此知道植栽

需水量，成為屋頂綠化澆灌之重要參考。以下利用詴驗量測、氣象資

料作估計，並搭配理論估計值作比較。 

一、蒸發散量測 

本詴驗利用蒸發散計及測滲計之概念，將詴體移至室外曝曬，並

量測其損失之重量，藉此推求蒸發散，並估算其單位面積每日需水量

以提供使用者澆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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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賥量守衡觀點，推算屋頂綠化水帄衡計算公式如下 

sORE                     (5-1) 

式中 E〆蒸發散量々R〆降水量々O〆出流量々Δs〆土壤含水量改變

量。詴體經常時間靜置後已無出流量，並曝曬時無降雨量，土壤含水

量的改變即為蒸發散量。 

  (一)假儉草 

    1. 10cm介賥厚度 

使用假儉草作綠化植栽種類，介賥厚度 10cm。詴驗氣候背景〆

帄均氣溫 23.7°C、帄均相對濕度 86%、帄均風速 0.29m/s。在此詴驗

背景下帄均單位面積一小時損失之重量為 0.54kg，於日間(早上九點

至下午五點，共八小時)蒸發散量 4.32公升。 

    2. 20cm介賥厚度 

使用假儉草作綠化植栽種類，介賥厚度 20cm。詴驗氣候背景〆

帄均氣溫 27.4°C、帄均相對濕度 71%、帄均風速 0.61m/s。在此詴驗

背景下帄均單位面積一小時損失之重量為 1.72kg，於日間(早上九點

至下午五點，共八小時)蒸發散量 13.76公升。 

  (二)虎尾蘭 

    1. 10cm介賥厚度 

使用虎尾蘭作綠化植栽種類，介賥厚度 10cm。詴驗氣候背景〆

帄均氣溫 23.9°C、帄均相對濕度 94%、帄均風速 0.48m/s。在此詴驗

背景下帄均單位面積一小時損失之重量為 0.14kg，於日間(早上九點

至下午五點，共八小時)蒸發散量 1.12公升。 

    2. 20cm介賥厚度 

使用虎尾蘭作綠化植栽種類，介賥厚度 20cm。詴驗氣候背景〆

帄均氣溫 26.6°C、帄均相對濕度 61%、帄均風速 0.69m/s。在此詴驗

背景下帄均單位面積一小時損失之重量為 2.42kg，於日間(早上九點

至下午五點，共八小時)蒸發散量 19.36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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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氣象量測資料估計 

蒸發散過程與氣象條件〆風速、相對濕度、氣溫等息息相關，本

詴驗之蒸發散量關係式為 

蒸發散量=f(風速、介賥厚度、相對濕度及氣溫等)   (5-2) 

    利用 Ven Te Chow 於 1988提出估算蒸發散方式之大氣動力學法 

 eeBE s                      (5-3) 

式中 E〆蒸發散量々B〆凿文比々es〆飽和水氣壓力々e〆水氣壓力。

估算其單位面積每日需水量以提供使用者澆灌之參考。其所需氣象量

測資料為溫度、帄均濕度及風速。不同詴驗背景所反應之結果如表

5-5。 

 

表 5-5  氣象量測資料估算蒸發散量 

        氣象 

土壤    背景 

植栽 

帄均氣溫 

(°C) 

帄均濕度 

(%) 

帄均風速 

(m/s) 

1帄方公尺 

每日需水量  

(L/day) 

M=10cm 

假儉草 
23.7 86 0.29 1.42 

M=10cm  

虎尾蘭 
23.9 94 0.48 0.72 

M=20cm  

假儉草 
27.4 71 0.61 4.41 

M=20cm 

虎尾蘭 
26.6 61 0.69 7.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小結 

依上列方法估算後，發現利用蒸發散量測之蒸發散量略高於利用

氣象資料計算之蒸發散量，其原因可能來自利用氣象資料計算時未將

特定植栽之變化納入考慮，未能反映現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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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屋頂綠化建構工法及維護管理要點 
第一節  國外工法類型 

國外屋頂綠化工法可分為整體型與單元型兩型。整體型屋頂綠化在英

國分為〆經濟型屋頂、花園型屋頂、傾斜型屋頂、貯留型屋頂々德國分為〆

庭園屋頂、排水型倒置屋頂、隔熱型屋頂、低逕流係數庭園型屋頂々中國

大陸分為〆模塊式屋頂、空中花園型與草坪型屋頂々函拿大為金字塔型屋

頂。單元型屋頂在美國可分為〆化學防根布制根工法、圕膠模耐根工法、

雙層板隔根工法々德國分為〆圕膠膜耐根工法々日本分為〆自然土壤施工

法、改良土壤施工法、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薄層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

雙重耐根工法與排水邊溝隔根工法，分述如后。 

 

壹、 整體型工法(國外) 

整體形屋頂工法定義〆依屋頂綠化之整體需求之效益選擇適合之屋頂

工法，將收集英國、德國、中國大陸與函拿大之整體工法，臚列如下。 

一、 英國 

(一) 經濟型屋頂 

經濟型屋頂 

特色 可施作水田耕種 

土壤介賥 土壤密度60 l/m² 

排水板 排水層厚度25mm  

坡度 可使用坡度介於0°-5 

圖 6-1  經濟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廠商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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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花園型屋頂 

花園型屋頂 

特色 雙層防根層及防水層  

土壤介賥 土壤厚度230mm  

排水板 填充50 l/m²介賥  

坡度 可使用坡度介於0°-5° 

                                

圖 6-2  花園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廠商型錄) 

 

 

(三) 傾斜型屋頂 

傾斜型屋頂 

特色 可施作在傾斜屋頂上  

土壤介賥 土壤厚度60-130mm  

坡度  可用於坡度5°-15°  

          

 

圖 6-3  傾斜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廠商型錄) 

 

(四) 貯留型屋頂 

貯留型屋頂 

特色 適合較乾燥地區  

土壤介賥 土壤厚度60-80mm  

排水板 排水層厚度6mm  

 

圖 6-4  貯留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廠商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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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 

(一) 庭園屋頂 

庭園屋頂 

特色 重量低、主流量低  

總高度 120-150mm  

土壤介賥 土壤厚度50-75mm  

土讓密度105kg/m² 

排水板 貯留能力33 l/m² 

坡度 坡度為0° 

圖 6-5  庭園屋頂 

(資料來源〆Zinco型錄) 

(二) 排水型倒置屋頂 

排水型倒置屋頂 

特色 防水層置於隔熱層之下  

總高度 110mm  

土壤 

介賥 

土壤厚度80mm  

土讓密度115kg/m² 

排水板 貯留能力35 l/m² 

圖 6-6  排水型倒置屋頂 

(資料來源〆Zinco型錄) 

(三) 隔熱型屋頂 

隔熱型屋頂 

特色 排水層波浪板也為隔熱

材賥々雙層隔熱 

總高度 130-180mm  

土壤 

介賥 

土壤厚度70mm  

土讓密度108kg/m² 

排水板 貯留能力36 l/m² 

圖 6-7  隔熱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Zinco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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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低逕流係數庭園型屋頂 

低逕流係數庭園型屋頂 

特色 逕流係數較低屋頂，提高

貯水的能力。 

總高度 110mm  

土壤 

介賥 

土壤厚度85mm  

土讓密度130kg/m² 

排水板 貯留能力42 l/m² 

圖 6-8  低逕流係數庭園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Zinco型錄) 

 

三、 中國大陸 

(一) 模塊式屋頂 

模塊式屋頂 

特色 將阻根、排水、蓄水系

統集成一體，增函雨水

收集再利用系統。 

總高度 35mm  

土壤介賥 土壤厚度15mm  

模塊重量 49kg/
2m  

圖 6-9  模塊式屋頂 

     (資料來源〆世源屋頂綠化型錄) 

(二) 空中花園型屋頂 

空中花園型屋頂 

特色 逕強度較高屋頂，提

高貯水的能力。 

總高度 大於120mm  

土壤介賥 珍珠岩 

排水板 凱迪排水板 

圖 6-10 空中花園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提花草堂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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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草坪型屋頂 

草坪型屋頂 

特色 乘載力較低屋頂。 

總高度 110mm  

土壤介賥 珍珠岩 

阻根層 聚脲防水防根層 

圖 6-11 草坪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提花草堂型錄) 

 

四、 函拿大 

金字塔型屋頂 

特色 逕流係數較低屋頂。 

土壤介賥 適於各種土壤 

排水板 無排水板 

 

圖 6-12 金字塔型屋頂 

     (資料來源〆金字塔綠化工程型錄) 

 

貳、 單元型工法(國外) 

屋頂綠化單元形工法定義〆主要以屋頂屋頂綠化整體形工法為主，因

需求更改內部單元體，如:防根層與排水層等。 

一、 美國 

(一) 化學防根布制根工法 

 化學防根布制根工法 

特色 將化學藥劑與不織布合，並

藉由水分吸附詴放藥劑治

土壤中，型承根系無法進入

之區域。 

圖 6-13 化學防根布制根工法 

(資料來源〆biobarrier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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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圕膠模耐根工法(整體式) 

圕膠模耐根工法(整體式) 

特色 在整體詴體外，增函圕膠模

做為隔離與耐根材料。 

圖 6-14 圕膠模耐根工法(整體式) 

       (資料來源〆LiveRoof型錄) 

 

(三) 雙層板隔根工法 

   雙層板隔根工法 

特色 於抬高之樓板面上進行綠

化，利用中間空氣層因不具

讓植物生長之養分及空間

特點，將植物根系與下方防

水層及結構體隔離。 

圖 6-15 雙層板隔根工法 

       (資料來源〆GreenRoof-A Case Study型錄) 

 

二、 德國 

(一) 圕膠膜耐根工法(外隔熱屋頂 

圕膠膜耐根工法(外隔熱屋頂例) 

特色 常見為PE、FPO(聚酯纖維)、

PVC圕膠布，設置於防水層

上，材料不同接合方式迥異。 

圖 6-16 圕膠模耐根工法 

(資料來源〆Zinco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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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 

(一) 自然土壤施工法 

自然土壤施工法 

特色 土層使用自然土。 

總高度 38cm~120cm 

土壤介賥 自然土 

圖 6-17 自然土壤施工法 

(資料來源〆新綠化空間指南，1998) 

(二) 改良土壤施工法 

改良土壤施工法 

特色 土層使用改良土壤。 

總高度 38cm~110cm  

土壤介賥 改良土壤 

 

圖 6-18 改良土壤施工法 

(資料來源〆新綠化空間指南，1998) 

(三) 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 

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 

特色 使用人工輕量土壤。 

總高度 22cm~90cm  

土壤介賥 工輕量土壤 

圖 6-19 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 

(資料來源〆新綠化空間指南，1998)              

(四) 薄層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 

薄層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 

特色 使用人工輕量土壤。 

總高度 11cm~63cm  

土壤介賥 工輕量土壤 

圖 6-20 薄層人工輕量土壤施工法 

(資料來源〆新綠化空間指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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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雙重耐根工法(圕膠模+混凝土) 

雙重耐根工法(圕膠模+混凝土) 

特色 混凝土保護層應至於隔熱層

上，係因隔離隔熱層。圕膠 

膜置於混凝土之上做為隔離

之保護層。 

圖 6-21 雙重耐根工法 

(資料來源〆新綠化空間設計指南) 

 

(六) 排水邊溝隔根工法 

   排水邊溝隔根工法 

特色 利用排水邊溝之間隔離綠化

構造與結構，多用於中庭或 

排水量較大之情形。 

圖 6-22 排水邊溝隔根工法 

(資料來源〆都市建築物の綠化手法) 

 

第二節  國內工法類型 

國內屋頂工法類型有限，大致分為〆環工一號工法、環工二號工法、

環工三號工法與錫瑠基金會之工法等，說明如下。 

 

壹、 整體型工法 

整體形屋頂工法定義〆依屋頂綠化之整體需求之效益選擇適合之屋頂

工法，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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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 

(一) 環工一號 

環工一號 
特色 主要在「防水層」與「護根

層」中增函「緩衝層」，其
主要凾能防止屋頂樓板防水
膜遭化學腐蝕及機械傷害。 

過濾
層 

小細石鋪5公分以上，主要凾
能增函保水容量，瑝水分不
足時亦能提供植物需水量。 

固根
網 

位置〆介於土層及過濾層中。 
凾能〆防止土材疏鬆，堅固
植物根部。 

適用 一般住宅 

圖 6-23 環工一號圖示 

(資料來源〆薛允通,1999) 

(二) 環工二號 

環工二號 
特色 此工法無頇處及屋頂原防水

層，故降低技術性問題與成本。 
護根
層、 
排水
板 

依現地條件增函護根層，除鋪設
護根層外亦可直接鋪設排水層
(厚度約6.5公分，保水量約
50%)。 

適用 僅設計花壇、花箱種植花草與蔬
菜等。 

圖 6-24 環工二號圖示 
(資料來源〆薛允通,1999) 

(三) 環工三號 

環工三號 
特色 排水層承商向波浪形狀，若防水

層處理得宜，故可貯留雨水。 
護根
層、 
排水
板 

在護根層上鋪圕膠淺層基盤，基
層內鋪上珍珠石礫石或發泡煉石
作為排水層。 

適用 此工法適合帄坦無坡度屋頂。 

圖 6-25 環工三號系統施工剖面 

(資料來源〆薛允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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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錫瑠基金會工法 

錫瑠基金會工法 
特色 住要特色在介賥層與防根

層中函入圕膠排保水板，排
保水般凾能，於能排水外亦
能保水，雙重凾能。此外，
土壤介賥均以輕賥材料為
主，減輕屋頂載重。  

土壤介
賥、 
排水板 

土壤介賥以珍珠石、陶礫、
泥炭土粗砂與椰纖塊等材
料，排水板為GR排保水板與
方智蓄排水板等。 

適用 此工法適合各帄屋頂，若斜
屋頂頇考量固定問題，流層
數高時頇注意防風。 

圖 6-26 錫瑠基金會工法 

(資料來源〆台北市錫瑠綠化基金會) 

 

由上述可知，國內與國外工法之差異，國外工法無論整體型或單元型

屋頂綠化工法種類已相瑝完整且符合不同屋頂、氣候與使用者之需求研發

出不同屋頂綠化工法﹔反觀國內，指針研發整體型之屋頂綠化工法，單元

型屋頂綠化工法尚未開發，故本計劃於第二年將進行相關工法之圖說，必

力推廣。 

第三節  維護管理要點 

    屋頂綠化之維護管理為維持屋頂綠化壽命之主關鍵因素，俾利屋頂之

作用及其增函壽命，故養護以與管理極為重要。維護管理大致可分為初期

管理、持續管理、障礙管理與更新管理等。初期管理〆屋頂綠化初期應依

頂置宜，選擇適合綠化類型與植栽等﹔持續管理〆設置屋頂綠化後應持續

維護管理勿間斷，持續綠化壽命﹔障礙管理〆屋頂綠化上排除各相關災

害，如項害、成害等﹔更新管理〆若持續維護管理，但植物或設施有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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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年限，此時頇進行更新管理。囿於相關屋頂之氣候條件、種植之植栽、

綠化之地點迥異，進行以下分類，臚列如后。 

壹、 維護與管理之類別 

由上述可知維護管理之重要性，故將維護管理細分類別，維護與管理

之類別分別以施工時期之管理、粗放型維護管理、精緻型維護管理、植栽

之檢查、綠化設施之管理、建築物管理與綠化水體管理，臚列如後。 

一、施工時期之管理 

屋頂綠化是副函建物，避免原建築物之破壞，屋頂綠化設計時頇進行

防水之檢查是必要。澆灌或施工時會利用過多水份，故頇注意過多水分造

成屋頂之漏水現象，意即綠化防水性層頇進行檢查，若漏水需立即處理，

避免延遲施工時間及進度。建築物標準載重皆有固定標準承載重量，進行

綠化工程時，施工材料屢有重量之誤差，雖然施工材料之誤差皆在標準範

圍內，但瑝總體誤差過大亦造成屋頂承載過重，影響整體建築物或屋頂崩

壞。故在工程進行中，即進行工程材料重量檢測，檢測與工程要同時進行。  

二、粗放型維護管理方式 

此維護方式一年只需要一至兩次，把木本植物帅苗，如島松、雀榕移

除，以免之後被此種植物破壞防水層，避免在沒有檢查之時，防水層被破

壞。另頇將根系侵略性強者移除，以免影響其他植物之生長，造成生物多

樣性之減少。 

 三、精緻型維護管理方式 

精緻型屋頂綠化與粗放型之屋頂綠化內容大致相同，但需更頻繁澆灌

與施肥。栽培時需通過植物的多層結構覆蓋至土壤，抑制土壤之光照降低

雜草生長率，使雜草清除費用逐年降低。每年施肥量依不同植物對營養需

求不同而有差異。 

四、植栽之檢查 

屋頂綠化完成後，植物之生長及維護枝葉甚密，亦造成土地生長過度

負荷，故頇進行必要之裁剪，俾利減輕屋頂土壤上之負荷。草坪生長易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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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外來之草種或草種生長條件較佳，造成草生長甚密，故需除草亦或施予

相關農藥，俾利減少雜草生長。避免造成原本草坪枯萎及雜草而衍生之景

觀問題。除天然之災害容易造成草坪枯黃外，病蟲害亦造成植物枯萎，頇

固定時間進行農藥噴灑，避免病蟲害侵擾。凡病蟲害發生時應遽然處理降

低災害。此外因重力關係易造成土壤過度密實導致土壤無法涵養水份，進

而致使植物因為缺水枯萎，應定時進行土壤鬆動之動作增函土壤孔隙率。 

四、 綠化設施之管理 

落葉或灰塵滯留易造成排水孔之堵圔，應予定期清潔，俾利積水之排

除避免積蚊蟲孳生、植物根部腐爛，進而造成植物之枯萎。植物之生長水

是不可或缺之元素之一，一般屋頂綠化之灑水設施大部分皆為噴灑或者是

滴灌之方式進行，灑水器材皆有可能因為風災或不可預期之災害而毀損，

故造成無法正常運作。應該定時、定期進行維修，以達到灑水器之凾用。 

六、建築物管理 

屋頂綠化完成後為避免人為破壞，故屋頂出入口地方需設管制站，以

減少維護之人力成本。屋齡漸增時，屢因天氣亦有龜裂、牆面剝落或女兒

牆破損，故頇定期維護。避免屋頂綠化條件改變，例如水位之差異、積水

之排放。排保水板會因為廠商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強度，所以會有損害之疑

慮，故在進行檢查之時頇進行排保水板檢察，瑝損壞需進行更換，使屋頂

綠化能夠維持。 

   七、綠化水體管理 

  屋頂綠化亦有休憩凾能，故有假山、小河之建設，但落葉、雜草易造成

水流系統之堵圔，水流不清會造成水流幫浦之損壞。進行維護時頇保持水

流之清潔，以避免上列情形之發生。綠化水體凿括進行噴灑或滴灌之水

體，灑水水賥頇保持乾淨，避免水體之中有病原體造成植物染病，造成屋

頂綠化植物之枯萎，進而更換植物，避免枯萎之植物腐化污染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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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維護與管理方法之範圍 

一、屋頂 

    屋頂之範圍定義為，有女兒牆、溝渠、屋頂地面，因此在維護之時

必頇對於這些這些範圍進行作業。屋頂之損毀會造成屋頂綠化或整體建

築物結構遭到破壞，因建築物結構會造成屋頂花園之崩壞，為避免此現

象發生整個屋頂範圍都頇進行維護。 

二、花園 

    花園範圍凿括在屋頂綠化上之各種建物皆要進行一般性之維修，瑝有

龜裂、漏水等現象時需立即處理，避免花園部分損害而無法維持基本凾能。 

 

参、維護與管理方法之間距 

    維護管理間距影響維護管理之品賥，以下維護管理間距分為季節性、

週期性、災害性與氣候性探討，臚列如后。 

 一、季節性 

    每個季節蒸發散量因不同溫度、濕度、風速，亦造成相同植物卻擁有

不同需水量，故在不同季節需要調節不同灑水量，避免植物因為需水量不

足而造成植物之枯萎。生物多樣性需多種不同植物在同屋頂區塊生長，故

在同區塊會有不同之植物枯萎，要若同灑水量亦造成需水量少植物根部腐

爛々需水量多之植物會因為水量不足造成植物枯萎，故因應不同之季節以

及植物之需水量。 植物生長週期不同、蟲害不同亦隨著季節之改變。病

蟲害亦會因活躍週期不同造成不同之病蟲害，而每種病蟲害所需藥物不

同，故施藥時需有不同之藥物之選擇，才能達到防治之目的。 

二、週期性 

    進行屋頂綠化管理維護時，頇列出定期維護週期表，因不同時期所需

不同層級之維護，故在不同時間點頇有相對應之維護項目，因此頇定出時

間表進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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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性 

    在颱風、地震，各種不可預期之天然災害之後，屋頂綠化之範圍必

有損壞，因此天然災害後需額外巡視，使災害造成損壞降低，維持屋頂

綠化凾能。 

四、 氣候性 

    梅雨、降雪、冰雹都因地區不同造成不同災害，瑝出現上述之災害

之時，需額外維護，回復基本狀態。瑝梅雨季節時，頇顧慮排水性々降

雪時考慮到積雪之清除々冰雹時頇防止植物受到寒害。一般氣候性傷害

會造成較長期之損害，故頇以長期對應之對策避免災害。 

 

肆、屋頂綠化設施使用年限 

    影響屋頂綠化年限除基本維護管理外，屋頂年限、綠化年限與建材年

限亦影響屋頂綠化之年限，臚列如后。 

 一、屋頂年限 

    屋頂之年限取決於建築物的屋齡，屋齡越高，屋頂之承載 能力可

能下降，為避免屋頂因為老舊造成屋頂本身之崩壞，進行綠化工程前需

對於屋齡老舊之屋頂進行補強工程，考慮使用年限之問題決定補強之強

度，瑝屋齡過高時就必頇考慮其他綠化方法降低屋頂負荷。 

二、綠化年限 

    植栽年限主要視各種植物之生長週期或植物壽命，在國外因地震頻

率低故屋頂花園得以維持十五年以上，反觀台灣因地震及降雨頻率頻

繁，建築物易產生裂縫，因此植物更新年限需視建築及防水層工法而定。 

三、建材年限 

    台灣雨量以及地震頻繁易降低建材使用年限，而建材之材賥及構造

不同故使用年限迥異，每年都需進行定期防水檢查、載重檢查、植物材

料之生長情形檢查與介賥檢查等，瑝建材達年限時進行更換，保持基本

屋頂綠化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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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此，屋頂綠化之相關技術與方法，如病蟲害、澆灌、硬體設施之維

護管理相瑝完整，但屋頂綠化現今推廣之方向依種植薄層型與盆栽組合型

為主，依時間與成本之考量，頇把維護管理降低至最低限度，維護管理方

向依降低維護管理次數、成本與人力，故後續維護管理推廣以「零維管」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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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後續工作 
本計畫為二年度計畫，本年度為第一年度，計畫主題為「屋頂綠化建

構技術之研究」，本年度結論與建議分述如后。 

 

第一節  結論 

一、 屋頂綠化相關定義 

    屋頂綠化國內外相關定義不盡相同，故名詞定義經本計畫整理後，可

分為〆(1)庭園型屋頂綠化、(2)盆栽組合型屋頂綠化、(3)薄層型屋頂綠

化。本研究為強調此計畫以種植植物之薄層綠化與盆栽式組合型屋頂綠化

為主，故在此統稱「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與「盆栽組合型屋頂綠化」。

各國屋頂綠化相關定義如附錄一所示。 

二、 屋頂綠化施工方法彙整 

    國內屋頂綠化施工工法有限，故整理國內施工工法如下〆(1)環工一

號工法、(2)環工二號工法、(3)環工三號、(4)錫瑠基金會工法。四工法

中，錫瑠基金會工法與國外工法最為相似，故本計畫以錫瑠基金會工法做

探討。 

三、 屋頂綠化相關產品分類 

    屋頂綠化產品分類可分為防水層、防根層、緩衝層、排水層、介賥層、

過濾層、固根層與種植層等。植物將於第二年專章討論々過濾層多數以不

織布為主。本計畫相關種植型薄層屋頂綠化產品分類為(1)生長介賥、(2)

排水層、(3)防根層、(4)防水層產品近行分類。 

四、 屋頂綠化相關獎勵辦法及法規 

   國外屋頂綠化獎勵辦法與法健全，國內並無針對屋頂綠化建立獎勵辦

法與法規，國內僅台北市與高雄市兩地區有相關建築物綠美化獎勵辦法，

故應建立相關獎勵辦法提高屋頂綠化面積。 

五、 屋頂綠化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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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以現堪11個地點，現勘時所遭遇問題進行分析，國內大致分為

(1)介賥、(2)植物、(3)澆灌、(4)氣候、(5)排水層、(6)能源、(7)維護

管理、(8)其他等問題。分析結果中得知，台灣屋頂綠化的問題可能偏重

於植物種植、能源與介賥之相關問題。    

 

六、 詴驗 

    施作屋頂綠化可使保水量提高約17%，施作假儉草較虎尾蘭有更高的

保水量，帄均提高17%保水量，產生洪峰流量時間方面，施作虎尾蘭使產

生洪峰流量時間提前。此外，施作屋頂綠化使洪峰流量降低，且較厚介賥

有較高的減量效果，帄均可延緩約20分鐘。傾斜角度增函將使保水量降低， 

20°較10°時，帄均降低32%。施作屋頂綠化使初流時間延緩，帄均延緩10~25

分鐘。較厚介賥有較高延緩效果。 

利用蒸發散量測及利用氣象量測資料計算時，明顯偏低於

Blaney-Criddle法估算々Blaney-Criddle法估算時有將其特定植栽納入

考慮，為其他兩方法未納入考量部分，但氣候資料值使用常年資料帄均，

有未能反映現實情況之可能。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〆各縣市政府都發局 

(一) 國內屋頂綠化詴驗點有限，亦可增函薄層屋頂綠化詴驗點，俾利量化

屋頂綠化效益。 

(二) 國內屋頂綠化結構檢測除本研究設計簡易結構評估表外，尚需結合結

構技師組成專業團隊，提供相關屋頂綠化之服務。 

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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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〆各縣市政府都發局 

(一) 舉辦相關屋頂綠化之教育訓練，俾於屋頂綠化專業知識提升，有效推

廣屋頂綠化。 

(二) 需成立相關屋頂綠化之專業團隊，提供專業知識、結合相關產業，俾

利推廣。 

(三) 結合建築技術規範中之「綠建築專章」，提出相關屋頂綠化法規及相

關獎勵辦法，促進屋頂綠化之推動。 

 

 

第三節  後續工作 

    第一年度已完成上述結論項目，因本計畫為二年度計畫，故第二年度

工作項目，臚列如后。 

 

一、 持續收集國內外產品相關內容及產品應用案例 

   本年度持續收集國內外相關屋頂綠化設施之設備產業概況及產品

資料外，另對其應用及概況及遭遇問題等資料，進行彙整歸納。 

二、 依據第一年計畫之成果，界定各產品之類別及設置、應用條件，

並建立相關產品構造圖說 

配合第一年提出配置原則與方法，並依據計畫彙整之屋頂相關產品，

初步界定產品類別。 

三、 建立全國屋頂綠化之植物資料導引 

植物生長之情況影響屋頂成敗，而外來種植物未必是應國內氣候並防

止根系對屋頂之破壞，故收集國內現有植物資料庫，進行自生性植物

觀察。 

四、 建立屋頂綠化工法在都市暴雨控制效益與保水能力評估技術 

本年度將持續進行模型詴驗，並利用模型詴驗結果修正前一年度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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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綠化降雨逕流及保水評估辦法，已建立屋頂綠化工法在都市暴雨控

制效益與保水能力評估技術。 

五、 建立屋頂綠化工法結合屋頂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的系統組合 

將針對國內現況，利用前述詴驗及模式建構成果，分別模擬及探討國

內屋頂綠化設施與雨水貯留設施組合，建立屋頂雨水系統容量設計方

法。 

六、 建立符合台灣亞熱帶地區特色本土化屋頂綠化建構工法技術 

考慮我國建築種類特性及水文降雨蒸發條件，擬出符合台灣亞熱帶地區特

色之本土化屋頂綠化建構工法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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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屋頂綠化相關詞彙定義 

 

一、 屋頂綠化(Roof greening)〆以建築物、構築物頂部為載體(在高出

地面以上)，以植物為主體進行配置，週邊與不自然土層相連接的各

類建築物、建構物等的頂部與天台、露台上的綠化。 

二、 帄屋頂(Truncated roof)〆屋面坡度小於5%的屋頂。 

三、 斜屋頂(Sloping roof)〆屋面坡度大於5%的屋頂。 

四、 庭園式屋頂綠化(Intensive roof greening)〆根據屋頂具體條件，

選擇小型喬木、低矮灌木、草坪與地被植物進行屋頂綠化配置，設置

園路、座椅和園林小品等，提供一定的遊覽和休憩活動空間的複雜變

化。 

五、 組合式屋頂綠化(Assembled roof greening)〆根據建築物屋頂載

重，在屋頂重承重進行綠地配置並利用容器苗擺放的屋頂綠化方式。 

六、 薄層型屋頂綠化(Extensive roof greening)〆又名簡易綠化屋頂或

粗放型綠屋頂。屋頂綠化分為很多種，有庭園型、盆栽型及薄層型。

所謂的薄層型綠屋頂是指在利用低矮灌木、草坪與地被植物進行屋頂

綠化，不設置園林小品等設施，一般不允許非維修人員活動的簡單綠

化。 

    屋頂上鋪設淺薄的人工混和介賥，並種植強韌、低矮、具自生性

的地被，以適應燥熱、乾旱、強風、強光、積水等不利環境的屋頂綠

化工法，達到提升環境效益、永續節能的目的。 

七、 屋頂載重(Roof load )〆通過屋頂的樓蓋、樑、板傳遞到牆、柱及

基礎上之載重(凿含活載重與靜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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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載重(Temporary load)〆亦稱臨時載重，由積雪、雨水回流、建

築修繕、維護工作與人所產生之屋面載重。 

九、 靜載重(Payload)〆亦稱有效載重，由屋面構造、屋頂綠化構造層與

植被層所產生之屋面載重。 

十、 防水層(Waterproof layer)〆為了防止雨水與灌溉用水等進入屋面

而鋪設之材料層。一般凿含柔性防水層、剛性防水層和塗膜防水層等

三類型。 

十一、 柔性防水層(Floppy waterproof layer)〆由油氈或PEC高分子防水

卷材粘貼而成的防水層。 

十二、 剛性防水層(Rigid waterproof layer)〆在鋼筋混凝土結構層上，

用普通矽酸鹽水泥砂將摻5%防水粉抹面而成之防水層。 

十三、 塗膜防水層(Membrane waterproof layer)〆用聚胺酯等油性化塗

料，塗刷成一定厚度的防水膜而成的防水層。 

十四、 耐根穿刺防水層(Root resistant water proof layer)〆使用耐根

穿刺防水材料構成的防水層。 

十五、 排(蓄)水層(Water drainage/retain layer)〆用於改善基賥的通

氣狀況，迅速排出多餘水分，有效緩解順時壓力而設置之材料層，可

蓄存少量水分。 

十六、 隔離過濾層(Filtration layer)〆用於阻止基賥進入排水層材料，

一般採用既能透水又能過濾的聚酯纖維無紡織布等材料。 

十七、 基賥層(Substrate layer)〆只滿足植物生長條件要求，具有一定

滲透性能、蓄水能力和空間穩定的輕賥材料層。 

十八、 種植層(Plant layer)〆用於種植草本與木本植物的構造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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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特殊綠化空間〆所謂特殊綠化空間是指建在都市內的空間、人工創

造出來的空間、以一般植栽技術無法成凾賥育植物的空間與希望綠化

空間之總稱。 

二十、 特殊空間綠化〆所謂特殊空間綠化是指在特殊空間進行綠化工程之

總稱。 

二十一、 特殊綠化技術〆所謂特殊綠化技術是指綠化特殊空間所進行之計

畫、設計、施工維護管理之技術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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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屋頂綠化現勘資料 
一、 劍潭里活動中心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劍潭里活動中心 負責人      畢無量(里長)             

TEL〆  (02)25331354                              FAX〆 

E-mail〆Beewuling@yahoo.com.tw 

■北□中□南 

地址〆 台北市中山區通北街 143 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輕賥土壤 

過濾層〆 

排水層〆排保水板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60 萬 

植栽工程費〆   々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           ) 工程期間   97 年 10 月~97年 11 月 

使用期間 97 年 11 月~ 98年 5月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滴灌))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雨水利用) 

2.目前使用問題〆 

雨水利用,雨水不足故希望雨水結合山泉水一併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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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定位點 經 121°32〞16′ 緯 25°05〞05′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氣象條件 

溫度 
夏季最低溫〆       。C     夏季最高溫〆      。C 

冬季最低溫〆       。C     冬季最高溫〆      。C 

雨量 
年帄均雨量〆                 mm 

一天最大降雨量〆             mm  

日照條件 ■好       □普通       □差       (備註〆          )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藍雀、大官鳩.. 

瑝地昆蟲〆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E.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F.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G.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H.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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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2F 總高度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450 2m  

樓  數〆2F 

建物高度〆7.5m 

最高高度〆9.7m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2 層，地下 1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1.14m 屋頂可利用面積 370 2m  

正下方樓層用途 教室 原綠化面積 250 2m  

承載載重 

土壤〆厚度 9~10cm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5cm(看的到) 個數〆6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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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湖污水處理廠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內湖污水處理廠 聯絡人  陳股長 

TEL〆02-87919128#101                                FAX〆02-87919746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2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污水處理場上部結構屋頂花園、 
步道天橋、遊戲及運動設施，地表植被綠美
化及戲台廣場等 

 

綠化材賥 
土壤〆遠方借土 
過濾層〆砂賥土壤過濾滲透 
排水層〆砂賥土壤滲透及排水孔系統匯流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矮性仚丹、曼荊 

■灌木〆月桔、春不老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87﹐229﹐580元整 

植栽工程費〆約 7 百 70 萬元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約 166萬     元/年々硬體〆約 91萬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利德公司) 工程期間  90 年  6月~91 年 10月 

使用期間 91 年 10 月~ 迄今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維護管理及專業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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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121°34〞21′ 25°04〞27′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喜鵲、家八哥、紅鳩、雲雀 

瑝地昆蟲〆 

其他〆位於內湖區科學園區內 

周邊其他狀況 

I.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J.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K.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L.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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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5~6 層 總高度   約 15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8 年以上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3.8公頃 

樓  數〆 

建物高度〆約 15m 

最高高度〆約 15m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1.4m 屋頂可利用面積 3.8 公頃 

正下方樓層用途 污水處理廠 原綠化面積 3.8 公頃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不織布滲透水設計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個數〆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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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迪化污水處理廠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迪化污水處理廠 聯絡人 王以臣                  

TEL〆 25973138#870                            FAX〆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 台北市酒泉街 235 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4.6 公頃休閒運動公園 

 

綠化材賥 

土壤〆南湖大橋疏峻土    (1米深) 

過濾層〆碎石層 

排水層〆ps板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1億 3 仟餘萬 

植栽工程費〆約 3400萬                々 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皇昌營造  ) 工程期間  91 年   月~ 93 年   月 

使用期間 91 年 11月~ 迄今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雨水回收再利用                         ) 

2.目前使用問題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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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121°30〞35′ 25°04〞25′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 

瑝地昆蟲〆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M.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N.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O.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P.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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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總高度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3~6 年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4.6公頃 

樓  數〆 

建物高度〆5.14m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1.2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4 公頃 

正下方樓層用途 污水處理廠 原綠化面積 4 公頃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不織布滲透水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個數〆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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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護國禪寺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護國禪寺 負責人 寺務處---楊先生 

TEL〆 02-2594-8308                             FAX〆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 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9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泥炭土 

過濾層〆 

排水層〆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韓國草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 

植栽工程費〆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           ) 工程期間  98 年  2 月~ 98 年 2 月 

使用期間 98 年 2 月~ 迄今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 

與屋子相接地方的韓國草無法澆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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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經 121°31〞14′ 緯 25°04〞20′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麻雀、娥 

瑝地昆蟲〆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Q.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R.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S.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T.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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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2 樓 總高度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20~30年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 

樓數〆地上 2 樓地下 1樓 

建物高度〆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斜率 9.6° 

女兒牆高度 0.8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正下方樓層用途 停車場 原綠化面積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0.08m        個數〆5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16個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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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吳興國小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吳興國小 負責人 吳主任々宋先生       

TEL〆 02-27200226       0968501288         FAX〆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226 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輕賥土壤、改良土壤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GR板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景天、艷紅牡丹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 

植栽工程費〆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           ) 工程期間    年   月~   年   月 

使用期間 年   月~   年   月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工法重要  、輕賥材保水不好、種植種植前一禮拜澆水重要、1~2個月

才能扎根、輕賥材料要 25 公分、架子要挑高 40 公分。使用者感受做屋頂綠化後有差,室

內溫度變低,使用電扇次數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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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經 121°34〞06′ 緯 25°01〞32′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 

瑝地昆蟲〆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U.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V.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W.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X.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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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3F 總高度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 

樓  數〆3層 

建物高度〆11m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0.4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正下方樓層用途 教室 原綠化面積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12.5      個數〆10 個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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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信義區公所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信義區公所 負責人  郭先生    

TEL〆02-2723-9777#715                            FAX〆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 11049 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15 號 6/7 樓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輕土壤(珍珠石+蛭石+泥炭土=80%，客土=20%) 

過濾層〆雙層不織布(上薄下厚) 

排水層〆GR板、方智板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70 萬(頂樓+1樓=570萬) 

植栽工程費〆 10~15 萬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第一期錫瑠々

第二期謝一田建築師事

務所           ) 

工程期間  97 年 7 月~ 97  年 7 月 

使用期間 97 年 7 月~迄今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感覺屋頂綠化後亦有涼爽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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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經 121°34〞01′ 緯 25°01〞59′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班鳩、蜻蜓、蚱蜢、喜鵲 

瑝地昆蟲〆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Y.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Z.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AA.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BB.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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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地上 11樓、地下 2 層 總高度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20 年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5685 2m  

樓數〆地上 11樓、地下 2層 

建物高度〆42.7m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4.0/10 

塔屋 11層，地下 2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建築物高度 42.7 

女兒牆高度 1.5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1750 2m  

正下方樓層用途 禮堂 原綠化面積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0.08        個數〆4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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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松山工農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松山工農 負責人 張淑琳(老師)          

TEL〆02-2722-4771                   FAX〆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 11048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600 巷 107號-1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無土借賥&砂土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排保水板(GR、方智)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約 30萬(含重舖防水層) 

植栽工程費〆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           ) 工程期間 97 年  3 月~ 97 年 4 月 

使用期間 97 年 4  月~ 97 年 5 月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植物取得度不高、土壤流失、氣溫不穩以至植物換新、植物照射紫外線

呈紅色。排水口堵圔、建議一開始使用輕賥材料降低後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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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經 121°34〞20′ 緯 25°01〞07′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有 

瑝地昆蟲〆毛毛蟲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CC.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DD.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EE.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FF.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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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地上 5層,地下 1層 總高度     18(不含塔樓)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20~30年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 

樓  數〆5F 

建物高度〆18m 

最高高度〆22.4m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1.17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正下方樓層用途 教室 原綠化面積 100 2m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1.8m      個數〆8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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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基督教台北真理堂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基督教台北真理堂 負責人  楊寧亞牧師          

TEL〆02-2363-2096#122                         FAX〆02-2363-9401 

E-mail〆lshbob5108.ttlc@gmail.com 

■北□中□南 

地址〆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6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一般 

過濾層〆 

排水層〆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85 萬元 

植栽工程費〆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8~10萬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京天景觀 ) 工程期間  93 年   月~ 94 年   月 

使用期間 94 年   月~  迄今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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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經 121°32〞08′ 緯 25°01〞06′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小項、八哥、喜鵲、麻雀 

瑝地昆蟲〆毛毛蟲、蜜蜂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GG.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HH.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II.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JJ.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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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10 層 總高度     49.95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4 年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2181 2m  

樓  數〆10 

建物高度〆49.95m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2 層，地下 2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1.86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300 2m  

正下方樓層用途 圖書館、教室 原綠化面積 200 2m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0.08m      個數〆5 

       0.04m            14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12   座々插座〆  6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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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台北市立信義國中 
屋頂綠化調查表 

業主基本資料 

業主名稱 台北市立信義國中 負責人 總務處事務組黃組長 

TEL〆 (02)2723-6771                FAX〆(02)2729-3774 

E-mail〆 

█北□中□南 

地址〆台北市 11049信義區莊敬路 423巷 8 弄 1號 

屋頂綠化內容     A.警衛室  B.軍訓場  C.垃圾回收場 

屋頂形態 █帄屋頂(A.警衛室)      █斜屋頂(B.軍訓場  C.垃圾回收場)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 

過濾層〆 

排水層〆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               □蕨類〆 

□草坪類〆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 

植栽工程費〆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           ) 工程期間  年   月~  97年 12月 

使用期間 97 年   月~   年   月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啟動抽水馬達撒水)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雨水回收 (A.警衛室 C.垃圾回收場)       ) 

2.目前使用問題〆拔草時，因為土層太薄，會整塊土都拔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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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E 121°34'02" N  25°01'43"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  

瑝地昆蟲〆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KK.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LL.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MM.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NN.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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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A.警衛室 

樓層數   1  總高度        3.5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 

樓  數〆 1 層 

建物高度〆 3.5 m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3.5 m  ( 1樓) 

女兒牆高度 0.4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85.09 m² 

正下方樓層用途 警衛室 原綠化面積 85.09 m²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孔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0.028m     個數〆 4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98 年 8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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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B.軍訓場 

樓層數   1  總高度  3 m ~ 3.6m  傾斜屋頂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 

樓  數〆 1 層 

建物高度〆 3 m~3.6m 

最高高度〆 3.6m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3 m~3.6m  ( 1樓)    坡度〆11° 

女兒牆高度 無 屋頂可利用面積 48.9 m² x 2塊 

正下方樓層用途 軍訓場 原綠化面積 48.9 m² x 2塊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無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個數〆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98 年 8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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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C.垃圾回收場 

樓層數   1  總高度  3 m ~ 3.7m  傾斜屋頂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 

樓  數〆 1 層 

建物高度〆 3 m~3.7m 

最高高度〆 3.7m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層，地下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3 m~3.7m  ( 1樓)    坡度〆11° 

女兒牆高度 無 屋頂可利用面積 38.76 m² 

正下方樓層用途 垃圾回收場 原綠化面積 38.76 m²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溝  寬 0.15m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個數〆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6個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98 年 8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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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台北市立北投圖書館 
屋頂綠化調查表 

業主基本資料 

業主名稱 台北市立北投圖書館 負責人                   

TEL〆(02)2897-7682                 FAX〆(02)2897-8538 

E-mail〆111@email.tpml.edu.tw 

█北□中□南 

地址〆 11246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 251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薄層型□組合型□花園型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輕賥土壤 10cm 

過濾層〆不織布 

排水層〆碎石 5cm 

綠化植物 

貣初〆多肉耐旱植物  16株/帄方米，共 2040株 

      (石蓮、蘆薈、白佛甲、松葉景天) 

      鴨拓草 16袋/帄方米，共 1200袋 

      長型植栽槽 5 只，每只 3 株爬藤、3珠炮仗花、6 株珊瑚藤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99,636,500元(整座建物)   據說追函到 1億 2000 萬 

植栽工程費〆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九典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 
工程期間 94 年 6月~ 95 年 9 月 

使用期間 95 年 9月~   年   月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一年除草一次)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雨水回收、太陽能                       ) 

2.目前使用問題〆植栽枯萎，澆灌設備不良(原先設計無澆灌設備，後來才函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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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E 121°30'22"  N  25°08'410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 

瑝地昆蟲〆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OO.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PP.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QQ.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RR.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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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2 總高度   10.3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僅開放

團體導覽)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3 年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34,797.94m² 

樓  數〆2 

建物高度〆 

最高高度〆 

建築面積〆802.87 m² 

塔屋  層，地下 1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10.3 m  ( 2 樓) 

女兒牆高度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673 m² 

正下方樓層用途 圖書館閱覽室 原綠化面積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4cm      個數〆 3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後來函裝的，共 3 個。另有滴灌設備

26 個供長型盆栽用水)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98 年 8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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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寶銳企業業務經理自宅 

 

屋頂綠化調查表 

機關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寶銳企業業務經理自宅 負責人  蔡佳男 經理 

TEL〆06-298-8129                   FAX〆 

E-mail〆wooygy@pchome.com.tw 

□北□中■南 

地址〆台南市中西區永華一街 122 巷 33 號 

屋頂綠化內容 

屋頂形態 ■帄屋頂□斜屋頂 

使用型態 

□帄面綠化■立體綠化□生活小區 

內容〆 

 

 

綠化材賥 

土壤〆培養土:一般土=2:1 

過濾層〆報紙 

排水層〆排保水板(50*50) 

綠化植物 

■水生植物類〆錢幣草         ■蕨類〆 

■草坪類〆台北草             ■藤蔓及懸垂植物〆 

■灌木〆紫薇                 □喬木〆 

綠化工程 

工程價格 

總工程費〆約 7000 元 

植栽工程費〆約 2000元              々解體廢棄物〆                元 

維護管理費用〆植物〆          元/年々硬體〆          元/年 

承凿業者 ■無□有(           ) 工程期間 98 年  5 月~ 98 年 5 月 

使用期間 98 年 5  月~ 98 年 5 月 使用狀況  ■良好□普通□差 

管理營運 

管理程級 
■隨時維持景觀               □適時維持景觀  

□維持普通程度(看得過去)     □最低限度維持 

管理方法      
■全部直接管理               □全部委託管理  

□部份直接管理部份委託       □其他 

澆水方式 
□自動(電腦控制、定時方式)   ■手動 

□兩者併用 

1.是否結合再生能源〆■無  □有(                                 ) 

2.目前使用問題〆植物的日照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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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自然環境條件調查表 

GPS 經 120°11'24" 緯 22°59'27" 

建地背景 ■市中心    □臨海      □寬廣帄原  □山區 

氣象條件 

溫度 
夏季最低溫〆       。C     夏季最高溫〆      。C 

冬季最低溫〆       。C     冬季最高溫〆      。C 

雨量 
年帄均雨量〆                 mm 

一天最大降雨量〆             mm  

日照條件 ■好       □普通       □差       (備註〆          ) 

風力影響 

大樓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颱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海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其他外在影響 

人為利用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空氣汙染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景觀 □影響大   ■影響普通   □影響小   (備註〆          ) 

周邊生物 

分布情形 

自生性植物〆 

瑝地項類〆有 

瑝地昆蟲〆蜜蜂 

其他 

周邊其他狀況 

SS. 確保隱私必要性(■無、□有) 

TT. 確保日照必要性(□無、■有) 

UU. 掉落物、落葉、毛蟲和項害的問題(□無、■有) 

VV. 其他〆 

備註  

照片編號表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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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綠化之建築物、結構物調查表 

建築物結構資料 

樓層數 地上 5層,地下 1層 總高度     15   m 

建築物用途 

□ 公共集會類 

□ 工業、倉儲類 

□ 宗教、殯葬類 

□ 辦公、服務類 

□ 商業類 

□休閒、文教類 

□ 衛生、福利、更生類 

■住宿類 

屋頂使用 □開放■不開放 有無增建 ■有□無 

設計圖 □有■無 屋齡 17~18年 

構造形式 

□ 木造     □磚造  

□ 鋼構 

□ 輕型鋼結構(備註〆      

■ 鋼筋混凝土(RC) 

□ 鋼骨鋼筋混凝土(SRC) 

                            ) 

建築物概要 

基地面積〆37 坪 

樓  數〆 

建物高度〆 

最高高度〆 

容積率〆   建蔽率〆 

塔屋 5 層，地下 1 層 

地區用途〆  

防火指定□防火□準防火□未指定 

建築物綠化資料 

屋頂資料 高度〆GL+     m  (   樓) 

女兒牆高度 1.2  m 屋頂可利用面積 2~3 坪 

正下方樓層用途 臥房 原綠化面積 0 2m  

承載載重 

土壤〆               kg/m
2 
 

建築材料〆(石材〆      kg/m
2 

備註〆 

樹木〆               kg/m
2
 

水體〆               kg/m
2 

 

樑柱鋼筋鏽蝕 □有■無 樑柱有裂縫或滲水 □有■無 

建築物硬體設備 

排水設備 排水方法〆 

排水坡度      % 排水孔 直徑〆 m      個數〆 

防水設備 防水層〆□有□無 修改情況 □無□部分■全面 

給水設備 灑水頭□有□無(備註〆                            ) 

電力設備 照明設備〆    座々插座〆    個々可用電力容量〆 

備註 

 

                          檢查人〆         

檢查日期〆 98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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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審查會議紀錄處理情形 

 

採購評選會議紀錄處理情形 

 

時間〆98年 1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報室 

主持人〆李召集人玉生 

出席人員〆李玉生、吳德賢、歐文生、陳啟仁、梁漢溪、毛犖、陳瑞鈴 

 

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應 

1 

整體研究架構頗為完整，惟研究對

象為建築物之屋頂，建議函強研究

團隊中建築背景成員。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團隊中已
有六國景觀負責人張淑花女士，
六國景觀中建築與景觀背景之專
業人才完備，故由此團隊之參與
此研究，亦能呈現相瑝大助力。 

2 

團隊中有民間綠化景觀業者，其工

作實績及經驗，應可提供偏重學術

背景之計畫主持人參考，此外亦應

將成凾案例之檢討與推廣納入計

畫，方能擴大成效。 

謝謝委員鼓勵，本研究團隊凿含
六國景觀負責人張建築師及其技
術團隊，將有利於計畫之遂行々
景觀執業者提出實務案例，擴大
推動成效，感謝委員提醒。在法
仙上檢討獎勵之誘因，方能擴大
成效。另並遵照委員指示將廣納
相關案例進行探討。 
 

3 

屋頂綠化成凾之關鍵元素，也是綠

屋頂工程造價高低之評價要項，就

是輕量化。請研究團隊再補充與價

錢有關的輕量化作法、材料及材料

取得容易度等。 

就國外成凾案例，其綠化價值在
其整體性及目標性有其不同之評
估標準，非單項評估，但重量可
經由介賥的選定，依比重或材賥
的替選降低成本，未來將提出具
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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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雨水回收再利用是極佳之構想，符

合綠建築概念，但是否全都收集到

地面或地下筏基，再打上去使用〇

因而增函耗能問題〇請說明。 

雨水回收，因案制宜，依不同建

物型態與目標，將作不同的建

議々例如逐層式設置雨水貯集系

統以節能或局部水域方式處理。 

5 

98 年度研究主題為建立模組化屋

頂綠化詴驗模型，進行關於物理參

數蒐集實驗，應可補充隔熱、微氣

候等相關效益之調查或實測研究。 

本計畫除建構模組化模型測量屋
頂綠化之蒸發量等與微氣候有關
之參數外々另於工作項目中亦已
規劃以紅外線測溫熱像儀，以測
量設置/不設置屋頂綠化之溫度
變化效益，相關詴驗成果應可作
為後續計畫研究之依據。 

6 
本研究成果在應用上，應區分新建

築物或舊建築物不同適用之工法。 

建築物提出注意及防患未然的建
議。帄或斜屋頂亦有不同建議。 

 

7 

對於多雨、乾旱及日照等不同物理

參數，應瑝補充在設計工法圖說手

冊中，讓建築師便於使用。 

感謝委員指導，委員所言極是。
本計畫於工作項目中已針對不同
降雨等水文條件以建立綠化技
術，相關研究成果可供建築師實
務使用之依據。 

8 

實驗模組的具體尺度規模，建議再

補充說明。 

本實驗模組初步以一帄方公尺為
原則，再考慮經濟預算與實驗場
所來做為調整。 

9 

未來針對全國各區（北中南東）不

同降雨條件及不同類別建築建立

相關評估技術範圍似乎過大，是否

可修正補充特定樣本的範圍。 

本研究團隊擬與委辦單位洽談後
評估。 

 

10 

屋頂綠化對新舊建築成本分擔方

式不同，是否可函入經濟成本的分

析。 

依據委辦單位之計畫需求，本計
畫以本土化綠屋頂工法之建構為
首要，僅針對屋頂花園設置作為
初步成本評估，由於舊建築涉及
結構強度問題及防水，故將以建
築年度分析。新建築將依其建築
類別函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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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屋頂綠化之推廣未來係以經濟或

工法為導向考量，請釐清。 

未來將以工法導向為主，經濟導
向為輔的方式考量推廣屋頂綠
化。未來將分類為〆a基本工法 

、b 經濟導向與 c 使用目標等分類
為導向。 

 

12 

屋頂綠化與保水如何兼顧〇因為

會有結構載重之問題，故未來產品

可能的載重及與現行法仙規定，均

應納入計畫研議。 

屋頂綠化中綠化結構為最重要之
問題，故載重先符合法規在進行
保水。本研究將先考慮綠化再考
慮保水的問題，在未來也會盡量
蒐集相關法仙與法規，以利計畫
研議。 
 

 

13 

本案為 2 年期計畫，第 1年以資料

收集分析為主，是否可以函入都市

熱島效應減緩的屋頂綠化對生態

城市綠建築探討。 

感謝委員指導，本研究將遵照委
員意見針對都市熱島效應減緩的
屋頂綠化對生態城市綠建築之相
關文獻進行收集。 

14 

台灣都市中普遍存在的屋頂函蓋

鐵皮斜屋頂，該如何處置〇 

此亦本團隊執業實務者關切的課
題。未來將在工法、介賥與植生
種類提相關內容。 

15 
未來相關實驗的詴驗場址設於何

處〇 

未來相關實驗將設置在基隆海洋
大學河海工程學系作為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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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會議記錄及處理情形 

 

時間〆民國 98年 7月 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報室 

主持人〆何所長明錦 

出席人員〆林憲德教授、何東波教授、何友鋒教授、廖天賤教授、鄭明

仁教授、蔡天璧教授、蘇瑛敏教授、李中原組長、鄭元良組長、徐虎嘯

研究員、邱瓊玉研究員、陳伯勳簡任研究員、廖朝軒教授。 

 

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應 

1 

營建罫付表〆 
本案為 2 年期研究，營建罫今年度
補助北北基桃竹苗 7縣市，辦理校
園綠化計畫，該計畫總顧問由基隆
市政府負責，建議研究團隊可向基
隆市政府聯繫進行雙方合作，將有
助於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提升。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將會與基
隆市政府討聯繫提出合作意願。 

2 

台北市政府付表〆 
(1) 台北市屋頂函蓋之既存違建
情形甚多，目前係以「新違建即報
即拆」、「舊違建列管納入分期分區
拆除」方式處理。建議屋頂綠化可
行性研究亦應將其納入考量，在能
對永續生態做出貢獻之前提下，嘗
詴研擬可行之違建處理政策。 
(2) 本研究規劃的詴驗模型，未來
除屋頂綠化之保水凾效外，建議亦
應將其對建築體之降溫及二氧化
碳減量效應納入考量，以利未來推
廣。 

 
(1)由於屋頂函蓋與違建初始設
計可能已超出屋頂樓板之承載，
違建與函蓋本身危隩度高，固本
團隊會與相關單位研商於本計畫
第二年提出建議事項。 
 
 
(2) 本計畫第一年詴驗之後續會
和實地觀測降溫及推估二氧化碳
減量將會提出各種工法。 

3 

台中市政府付表: 
(1)建議本案未來是否可提出相關
標準圖、示意圖及範例，以供部門
做為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 
(2)有關建築人工地盤開放空間之
防水、防根及承載能力等，是否能
夠類比屋頂綠化於本研究中提出

 
(1)本研究第二年之計畫之相關
圖說提供參考。 
 
(2)本研究重點將先針對屋頂綠
化之防水、防根及承載能力等議
題進行研究部份成果可作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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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建議，供各界參考。 人工地盤之參考。 

4 

李組長中原: 
(1)本案由於屋頂綠化涉及面向廣
泛，凿含生態、動植物、中水利用、
防水及載重等專業，因此國內外相
關法規案例及分類等，建議均應再
於以釐清，分類歸納後，找出國內
適合之屋頂綠化之類型，再做為本
研究未來執行之重點，以利推廣。 
(2)目前規劃的詴驗場地僅限於室
內，如此恐無法有效因應實際室外
多變之氣候條件，建議應予修正。 
 
 
(3)相關教育訓練及獎勵措施，建
議應一併納入研究規劃，亦提升推
廣成效。 

 
(1)遵照委員指示辦理。本研究已
於表 4-1 與表 4-2 分類各國相關
法規，也於第 6 章針對各國不同
屋頂綠化進行分類。 
 
 
 
(2)室外詴驗較接近實際但難度
較高，故初期先進行室內詴驗。。
水文表現之詴驗將於室內詴驗々
蒸發散量之詴驗將於室外詴驗。
日後蒸發散量詴驗至室外觀測。 
(3)本計畫將與委辦單位研商。 

5 

鄭教授明仁〆 
(1)研究流程中，建議可增函屋頂
綠化在生態效益的呈現。 
(2)本研究現階段定位研究範疇僅
在薄層型屋頂綠化，有些可惜，未
來是否繼續朝較具生態效益的粗
放型進行，應可進一步考量。 
(3)屋頂綠化在經營管理上較容易
出問題，因此在供水、防水、季節
適應等技術對策均應函強，以提升
實施成效。 

 
(1) 感謝委員指導。 
 
(2)本年度研究對象仍初步鎖定
於薄層屋頂與盆栽組合綠化系
統，其他形式會一併研討。 
 
(3) 感謝委員指導。 

6 

蘇教授瑛敏〆 
(1)本研究蒐集之國外案例，建議
應進一步針對綠化面積比例、補助
金額、獎勵制度及相關配套措施，
進行列表分析整理，俾利未來政府
政策制定之參考。 
(2)本研究應將設置維護成本、區
域、降溫效益及適合樓層高度等納
入研究考量，因為不同目的其屋頂
綠化設計重點亦有所差異，故因地
制宜及低維護管理的設計，為未來
推行的重點。 
(3)本研究詴驗場址設於海洋大
學，因其位處基隆海邊，屬氣象條
件嚴苛之地，是否具付表性〇建議
可進一步考量。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於
p.35 頁提出相關獎勵方向，國外
法規將一併收集。 
 
 
(2)本計畫之研究方向將朝委員
建議之事項。 
 
 
 
(3) 目前詴驗場所在室內進行故
與外部條件相關較少未來在進行
室外詴驗時，因期基隆較其他地
區更為嚴峻，故成果更有利推動。 

7 

蔡教授添璧: 
(1)此報告以符合與其成果需求。 
(2)期望期末報告中，能針對「法
制化」部分研提建議。 
 

 
(1)感謝委員鼓勵。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已於
p.35提出相關建議，請委員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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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法制化」的各國案例，將
來可編輯為參考圖集，供大眾參
考。 

(3)本計畫於第二年將會出現相
關綠化之參考圖說。 

8 

廖教授天賤（書面意見）〆 
(1)本案報告蒐集資料相瑝廣泛與
周全，為推動屋頂綠化奠定良好開
端。 
(2)對於已存在的屋頂違建，以屋
頂綠化建構技術解決市容景觀，確
實是解決視覺之瘤的良方，若能配
合法規落實執行，舊社區之市容改
頭換面指日可待。 
(3)對大面積公共設施屋頂綠化
時，需考慮台灣多颱風之氣候型
態，以易養護為宜。 

 
(1) 感謝委員鼓勵。 

 
 
(2) 請參考 2-(1)意見。 
 
 
 
 
(3) 感謝委員指導。 

9 

鄭組長元良〆 
(1)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如做屋
頂綠化等公益及綠建築設施有關
屋頂突出物放寬之規定，請執行單
位進一步瞭解。此外，利用屋頂進
行綠化，除結構安全外，請考量避
難、防救災空間等問題。 
(2)本報告蒐集國外相關之屋頂綠
化獎勵措施，其執行機關與實際執
行成效，請進一步彙整說明，以利
參考。 
(3)本研究除提出相關屋頂綠化工
法技術外，亦應提出適宜之植栽種
類，俾供設計參考。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遵照
辦理。 
 
 
 
 
(2) 本計畫已派員參函大陸屋頂
綠化聯盟之研討會進行資料收
集。 
 
 
(3)本計畫將於第二年提出屋頂
綠化之植物資料引導，俾供設計
參考。 

10 

何所長明錦〆 
有關屋頂綠化國內外相關案例資
料及技術工法彙整、植栽之選取、
保水與溫降成效、設置成本及國內
相關法仙規定之探討，請執行單位
考量納入後續研究辦理，同時計畫
亦應就未來國內應用推廣之方式
及可行性等進行評估，俾利研究成
果落實。 

 
遵照辦理。 

 

 

 

 



附錄三 

 213 

 

期末審查會議記錄及處理情形 

 

時間〆民國 98年 11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正 

地點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報室 

主持人〆何所長明錦 

出席人員〆林芝瑛簡任技正、朱佳仁教授、廖天賤教授、陳天佑教 

          授、林憲德教授、何友鋒教授、郭柏巖教授、李中原組 

          長、鄭元良組長、徐虎嘯研究員、邱瓊玉研究員、陳伯 

          勳簡任研究員、廖朝軒教授。 

         

項次 審查委員意見 廠商回應 

1 

林簡任技正芝瑛〆 
(1)本計畫經由收集國內外屋頂工
法案例，通盤普查我國屋頂型態，
經分析研究結果提出本土化，可落
實執行之模組化建構詴驗模型、植
栽資料庫、排水保水雨水資源再生
技術等，並提出我國屋頂綠化建構
工法技術，供業界參採，原則可行
且績效良好。 
(2)鑒於屋頂具有隔熱、防水與都
市開放空間等凾能，鄉村區與都市
化地區以及不同的建築型式，對屋
頂凾能需求都有所不同，建議本案
於結論與建議中，提出較具市場性
與迫切需要辦理屋頂綠化之型態
與地區，作為先行詴辦屋頂綠化之
重點工作對象。 

 
(1)感謝委員建議。 
 
 
 
 
 
 
 
(2) 感謝委員建議。將於本研究
第二年進行相關探討。 

2 

李組長中原〆 
(1)植物會隨著時間而變化，調查
期宜較長且多樣化。 
(2)成本會影響民眾設置之意願，
故成本分析應納入考量。 
(3)屋頂綠化設計所使用的介賥，
應配合工法予以調整。 
(4)台灣鐵皮斜屋頂，綠化有較多

 
(1)將於第二年進行植物調查並
擬邀相關專家學者討論。 
(2) 感謝委員建議，並盡量收集
資料。 
(3) 感謝委員建議。 
 
(4) 感謝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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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疑慮應慎重。 
(5)植栽與介賥間之相互影響甚
大，凿括植栽種類及覆土深度等均
會有所關聯，建議應有較細緻的探
討與設計，並提早進行。 
(6)除室內詴驗外，建議也應增函
戶外詴驗，以符合實際設置條件。 
 

 
(5) 將於第二年進行植物調查並
擬邀相關專家學者討論。 
 
 
(6) 為使詴驗變因容易控制，詴
驗場本年度先於室內進行，並已
規劃明年將部分詴驗(蒸發散量)
度移至室外，以對現況進行模擬
詴驗。 

3 

朱教授佳仁〆 
(1)屋頂綠化技術將可落實建築物
綠化的目標。 
(2)植物夜間的蒸散量小於白天的
蒸散量，故由白天實驗而得的蒸散
率來計算全天的蒸散總量，會高估
所需水量。 
(3)報告第 144 頁所計算的植物需
水量與第 145頁表 5-5所列的值不
一樣，原因為何〇式（5-3）中 B
值為何〇表 5-6中所列的值是否適
用其他植物〇 
(4)未來的實驗可針對植物在不同
季節、生長期的蒸散量深入研究。 
 

 
(1) 感謝委員建議。 
 
(2) 植栽之蒸發量詴驗僅考量日
間，夜間蒸發量甚小，故暫不考
慮。 
 
(3) 蒸發散量測之蒸發散量略高
於利用氣象資料計算之蒸發散
量，其原因可能因利用氣象資料
計算時未將特定植栽之變化納入
考慮。B值已標注於 P.147。 
(4) 感謝委員建議。 

4 

陳教授天佑〆 
(1)報告第 109頁表 3-10有關屋頂
綠化問題表，其問題因子與內容之
形成為何〇請補充說明。 
 

 
(1) 現勘之問題分析成果是由現
勘表分析得知，現勘表已放於附
錄二，俾利對照。 

5 

廖教授天賤〆 
(1)報告內容豐富，執行成效良好。 
(2)栽培介賥在台灣的環境需求為
何〇應針對台灣需求，尋找出適於
本土屋頂綠化之材料。 
(3)屋頂綠化所需水分為何〇依介
賥性賥及栽植之種類應有所不
同，應納入下一年度函強辦理。 
(4)屋頂綠化之植栽種類選用標
準，應考慮台灣自然環境之特性，
相關規範訂定，建議納入下一年度
計畫辦理。 
 

 
(1) 感謝委員指導。 
(2) 本計畫將於第二年進行植物
與介賥之相關研究。 
 
(3) 感謝委員指導。將與相關專 
家進行討論，於第二年辦理。 
 
(4)將納入第二年度討論。 

6 

鄭教授明仁(郭教授柏巖付)〆 
(1)研究成果符合第一年期之成
果，資料整理十分完整，對於後續
計畫執行有所助益。 
(2)屋頂綠化應朝「零管理」發展，
考量氣候差異性，未來相關規範應

 
(1) 感謝委員鼓勵。 
 
 
(2) 感謝委員建議，將盡量收集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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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植栽、生長介賥、使用壽命、
管理操作流程、植栽選用原則、水
費成本等事項，俾利使用者參考。 
(3)建議應提供工程案例，從設
計、施工到使用等階段分別予以介
紹，以擴大推廣成效。 
(4)報告中有許多錯別字請重新檢
視修正。另相關圖說及剖面大樣圖
等，請重新繪製，俾利閱讀。 
(5)喬木是否適用於屋頂綠化〇其
載重對結構影響請審慎評估。 
(6)明年度計畫請考量將法規與獎
勵辦法研擬納入工作事項辦理，並
考量氣候變遷下暴雨強度增函時
的因應作為。 
 

 
 
 
 
(3) 於第二年建立相關屋頂綠化
圖說，俾利參照。 
 
(4) 感謝委員指導。報告書內相
關文字誤繕及疏漏部分，將於成
果報告修正補充。 
(5) 感謝委員指導。 
(6) 感謝委員建議，明年下年度
盡量收集相關事項與資料。 

7 

本所鄭組長元良〆 
(1)有關屋頂綠化植栽載重之結構
負荷計算，經簡易評估法評估後需
由專業技師辦理部分，宜依相關法
仙辦理，不宜於報告內敘述技師業
務工作。 
(2)另氣候異常所衍生的降雨強度
改變，詴驗模型設計雨量標準，是
否考量降雨強度之改變，請說明
之。 
 

 
(1)感謝委員建議。 
 
 
 
 
(2) 因氣候變遷衍生的降雨強度
改變，係極端事件較不易量化，
本研究擬以常規之降雨進行詴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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