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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綠建築、原生植物、圖鑑、資料庫 

一、研究緣起 

隨著諸多全球暖化相關議題，與環保意識的抬頭，綠建築的設計不僅勢

必成為未來建築設計上必須考量的重要指標之一，也將是未來進行建築景觀

設計所依賴的工具。因此快速提供設計綠建築設計者參考的綠化原生植物資

料，建立能夠使設計者方便並且快速熟悉檢索查詢系統，將是使用者資訊整

合的重要平台。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案係承續本所已進行兩年之原

生植物圖鑑編撰工作，將之數位化並具有檢索功能。該圖鑑數位資料庫所提

供的查詢檢索介面，能夠使原先體系龐大與繁瑣的原生植物圖鑑資料更佳系

統化，只要依照使用者的需求之下，填入需求條件，便能迅速尋找出符合使

用者需求的所有原生植物，因此可以節省查詢實體書所耗費的時間，並能讓

使用者藉由這個檢索介面，更精確的掌握符合需求的植物種類。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將 97 年度完成的「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

鑑」建置成「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本年度研究的方法與步驟如下：  

1.建立檢索系統與使用流程架構。 

2.將圖鑑資料庫數位化 

3.完成圖鑑數位資料庫的使用者介面 

4. 將資料庫匯入檢索系統，並測試檢討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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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 

本研究獲致的成果有四項：第一項、建立使用流程架構。第二項、建立

數位資料庫內容。第三項、建立檢索及搜尋頁面。第四項、建置完成「原生

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 

 

四、建議事項 

建議一 

建議內政部「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與「原生植物圖鑑數位

資料庫」光碟同時出版：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建築研究所 

「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與「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光

碟同時出版，可以互相配合使用，更增便利。 

 

建議二 

建議內政部持續修訂「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與「原生植物

圖鑑數位資料庫」光碟：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建築研究所 

「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編成之後，建議仍須委託研究團

隊，應比照目前之「綠建築評估手冊」，定期對其修訂完善，以保持此「原

生植物圖鑑」不斷更新且適用之狀態。「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光碟也

必須同步加以定期更新，才能始終保持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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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Green building, Native plant, Illustrated Handbook, Database 

 

 

I..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many issues about global warming, and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rising, green building planning not only become important plan 

target of future but also a tool for landscape planning of future. Therefore, provide 

native plants database for architecture designer quickly, set up a convenient and 

familiar search query system will be a information intergrated interface. 

“The Taiwanese native plants database applying to green building designs” have 

been researched for two years, to digitize it and make it has search function。This 

search index of illustration database could systematize data which much and 

complicated, according the requirement of user, after fill requirement terms, find 

out the native plants to fit in with user’requirement rapidly, so that it could save 

time also let user to command the plant accurately by this search index system. 

 

II..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ss 

The main works of this reasearch is set up “The illustration of native plants’ 

application to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become “The Taiwanese native plants 

database applying to green building designs”. The methods and process of this 

year as follows:  

1. Set up index system and framework of use process. 

2. To digitize the illustration database. 

3. Complete the user interface of digital the illustration database. 

A. 4. Insert the database into index system, then test function and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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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ze interface. 

III. Research results 

There are four results of research: 

1.Set up the framework of use process.  

2. Set up the initial digital the illustration database.  

3. Set up the initial insex systemand search page.  

4. Set up the initial search system of illustration database. 

 

IV. Suggestions  

Suggestion 1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hould publish the CD-Rom version of “The 

Illustration of Native Plants’ Application to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What’s 

more, the illustrated book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a digital database that is easily 

searched by the keyword and index – An immediate and feasible suggestion. 

Sponsor: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osponsor: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hould publish the CD-Rom version of “The 

Illustration of Native Plants’ Application to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What’s 

more, the illustrated book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a digital database that is easily 

searched by the keyword and index. 

Suggestion 2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hould revise annually “The illustration of native 

plants’ application to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A long term suggestion  

Sponsor: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osponsor: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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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completed “The illustration of native plants’ application to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It should authorize the research team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Evaluation manual for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and revise regularly ,in 

order to make book “The illustration of native plants’ application to green 

building in Taiwan” to be suitable for use by update constantly. “The Taiwanese 

native plants database applying to green building designs” also update constantly 

in order to be suitable f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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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方法與流程說明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台灣本島地處於北半球中低緯度，島內地形變化錯綜複雜，海拔高度變

化多，又處於熱帶和亞熱帶氣候區，有海洋環繞而氣候濕潤，植物因之呈現

熱帶、溫帶、寒帶三種氣候的垂直分佈，種類眾多。據調查，本土所有之維

管束植物即多達四千餘種，其中四分之一更為台灣所特有之種類，如此多樣

而多量的植物分佈型態，是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資源。在台灣眾多的原生植

物裡，有許多非常適合於景觀綠化用途，使用原生植物來進行建築與社區或

城市中之景觀綠化，不僅可以建立當地特色與地區認同感，更符合當前「生

態綠化」的趨勢。 

 

所謂的「生態綠化」，亦即在植栽計畫上追求近乎自然狀態的林相，企

圖在人類聚居的人工環境中營造「第二自然」，生態綠化的益處不僅是在滿

足人類反璞歸真回到自然的渴望，更具有創造近乎自然生物棲地的重要功

能，目前進行建築與都市環境的造園景觀專業者，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體認

到，植栽計畫應該超越以往僅是以美觀裝飾為主的思維，而應該要提升到「生

態綠化」的層次來思考，使用台灣的原生植物來進行建築與都市環境的綠化，

創造接近台灣山林野地的自然林相，正是生態綠化的原則，也符合綠建築生

態指標群的設計原則。 

 

我國推動綠建築政策多年，至今已經有相當的成果，政府將在 2008 年

起開始執行「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 （2008 年-2011 年），未來的政策

將會是在現有綠建築九大指標的評估體系基礎上，更上層樓，建立「生態社

區」的評估系統，正式邁向推動「生態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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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在改善都市微氣候與景觀上有其重要的角色，目前綠建築評估的生

態指標群，包括了「生物多樣性指標」、「綠化量指標」、「基地保水指標」

等三項，是最有潛力發展成為將來生態城市的評估指標，而這三項指標，則

都與植栽的使用有密切的關係。而「生態社區評估」的重要內容，在於建立

城市微氣候的評估方法，特別是戶外通風、戶外遮蔭、地面蒸發冷卻、地物

輻射減量等四大評估項目（林憲德，2009）。而這幾項目標，如增加通風、

遮蔭、增加地面蒸發冷卻，與減弱地物輻射的反射，也幾乎都可用植栽來達

到目的。 

 

植栽綠化對於營造生態環境與改善都市微氣候有相當的貢獻，缺乏植栽

的都市生活不可能達到「永續發展」的居住品質。在都市中使用植栽，除了

吸收二氧化碳，讓土地呼吸透水等物理性的功能外，美麗的植栽更能讓居民

身心愉悅，尚有心理性的功能。然而植栽要在城市環境發揮最佳功能，仍仰

賴設計者正確的使用。目前綠建築的「生物多樣性指標」中，鼓勵植物多樣

性的設計，要求增加喬木、灌木的種類及數量。「綠化量指標」中，除依生

態複層、密葉喬木、疏葉喬木、棕櫚、灌木、蔓藤、草花分別訂定二氧化碳

固定量外，尚有對老樹與原生植物的獎勵優惠。而綠建築基地上的綠地、草

溝、地被植物、人工地盤上的綠化，也都會影響「基地保水指標」。如前所

述，綠建築其實是組成生態社區和生態城市的基礎，必須在綠建築的尺度上

先有正確的植栽使用，才能在綠建築構成生態社區和生態城市的規模時，達

到植栽對城市環境應有的功能。 

 

雖然植栽使用在綠建築設計十分重要，但依本研究的瞭解，近四年來獲

得綠建築標章的建築個案（2004 年-2007 年），設計者對植栽使用大多傾向

於滿足指標要求，剛好合格即可，也就是大多數標章個案只注重植物數量足

夠，二氧化碳固定量達到計算標準而已，對其他加分優惠或是否植栽能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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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真正讓植栽在城市生態達其全面性的效果，並未費心再加以留意。尤

其發現獲標章個案裡，使用植栽的種類變化不大，北中南三區的地域性差別

也不明顯，未能彰顯地域氣候特色。植栽使用種類不多，生物多樣性的效果

就較差，無地域差別的少數種類，就不符合「適地適種」的綠建築植栽設計

原則。雖能存活但生長勢欠佳的植物，其二氧化碳固定量，自然與適地適種，

生長旺盛的植栽不能相提並論，雖然此點在綠化量指標中並未能體現出來。

此外，因為設計者大多為無植栽教育背景的建築師，在採用誘鳥誘蟲或原生

植物這方面，更是感到力不從心，而導致使用率不高。據本研究對苗圃園藝

界的非正式訪談，許多種植台灣原生植物的苗圃商，因為市場需求並未如預

期，導致苗圃商將種植多年的原生植物成批砍除並改種市場需求量大、較能

獲利的園藝景觀美化常見品種，在政府近年來推廣原生植物的政策下竟然出

現如此現象，殊為可惜。這些綠建築植栽使用方面的缺點，都是可以再求進

步的地方。 

 

造成綠建築設計中植栽使用不盡理想的原因有很多種可能，基地客觀條

件可能影響設計者選擇植栽種類，業主要求的種類也可能能是設計者考慮因

素，苗圃商所能提供的種類數量也會是原因，而設計者建築師本身，因為養

成教育的關係，通常較缺乏植栽知識，在「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中，雖

有列舉建議的各類植物種類名單，但因僅列出名稱，對於設計者幫助其實非

常有限。植栽也是建築元素的一種，建築師在空間的營造上，其實應該具有

良好的使用此一建築元素的能力，只是植栽與一般建築元素的最大差異在於

它有生命，且建築師普遍對植栽特性認識不足，才會導致在設計上不盡如人

意。要改進目前綠建築植栽設計上的缺失，首先應該先瞭解綠建築設計者在

選用植栽種類方面的考量和影響因素，方能提出有效的改進建議，讓綠建築

的生態指標群，更能發揮效果。 

 

現今建築物周邊基地綠美化的設計工作，雖也有部分由專業之景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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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擔任，但是因為部分業主視景觀為建築之附屬工作，不十分重視，也有許

多是由設計建築物之建築師一併設計或是沒有特別設計。台灣建築師的養成

教育裡缺乏植栽與生態方面的訓練，因此在採用景觀綠化植物時，常有力不

從心的現象。建築師們或是只重想像中的美學觀賞效果，或是只能在常見的

幾種景觀植物裡選取，由於對植物特性與其生長環境缺乏瞭解，遑論能考慮

「因地而異、適地適木」的植栽使用。再加上台灣業主常有跟隨流行的心態，

以及苗圃的市場生態，導致建築設計時採用的植栽數量十分有限，以及南樹

北種、高海拔樹種低海拔種植等錯誤，不符合綠建築生態指標群中對植栽使

用的要求。國內的建築與景觀專業人員需要一份更完善的景觀植物資料，特

別是著重在原生植物和誘鳥誘蝶植物的部分，以協助其完成符合綠建築指標

群要求的設計。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96、97 年度委託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完成了「綠

建築設計之臺灣原生植物圖鑑」的編撰，該圖鑑資料庫中已收集百餘種合適

之原生植物，除有型態、性狀、花期花色等一般植物圖鑑的內容外，並加入

耗水量、日照量、誘鳥誘蝶特性等等綠建築設計者所需要的內容，更包括了

維護管理方式與市場價格等實用性的資訊，期能對綠建築設計之植栽選擇有

所助益。今年度則計畫將此圖鑑之內容數位化，完成「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

料庫」之建置，將來以檢索光碟的形式呈現，期能配合書面圖鑑，進行數位

化之搜尋檢索，增加建築師檢索合適原生植物之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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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文獻探討 

本年度的計畫內容是將去年完成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建置成為植物資

料庫，此為國內外未有之創新工作，尚無相關文獻資料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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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方法與流程說明 

本年度的研究步驟如下： 

（一）建立檢索系統與使用流程架構 

（二）將圖鑑資料庫數位化 

（三）完成圖鑑數位資料庫的使用者介面 

（四）將資料庫匯入檢索系統，並測試檢討其功能 

以下將各步驟依序加以敘述： 

 

（一）建立檢索系統與使用流程架構 

1. 一個完善可供建築師使用之植物資料庫，應具備檢索架構清楚易懂，

搜尋介面簡潔美觀兩大目標，因本資料庫之資料筆數與一般常見資料

庫相比並不多，且是為綠建築設計者參考使用，本研究團隊經綜合評

估，採用 Windows base AP 開發，以單機架構為開發方向，採用 MS 

Access 資料庫，足敷一般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參考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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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流程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如下圖： 

 

圖片資料準備 原生植物資料準備 系統開發 

      
系統分析

系統設計

資料庫開發 系統製作

系統測試與修改

圖片資料與原生植物資料輸入

產出報表

系統上線

綠建築原生植
物界定規範

選件

資料彙整

圖片規格
制定

圖片名稱
制定

圖片資料
彙整

數位影
像資料

圖 1-1 工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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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圖片資料準備流程有下列工作： 

1. 圖片規格制定：將綠建築原生植物圖片格式、檔案大小統一制定。 

2. 圖片名稱制定：將綠建築原生植物圖片名稱命名制定規則。 

3. 數位影像資料：將數位影像資料依照上述 1，2 方法，統一命名影像檔

名。 

4. 圖片資料彙整：彙整各影像檔案。 

 

關於原生植物資料準備流程有下列工作： 

1. 綠建築原生植物界定規範：將適合綠建築之原生植物歸納資料，訂定

主要條件，並做為資料庫開發之依據。 

2. 選件：由原生植物依照上述 1 之方法，選取適合資料，做為資料庫之

資料來源。 

3. 資料彙整：彙整適合綠建築原生植物資料。      

 

關於系統開發流程有下列工作： 

1. 系統分析： 

依據統一塑模語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將系統具象化

(Visualization) 、 系 統 結 構 及 行 為 規 格 化 (Specification) 、 建 構

(Construction)系統、以及記錄(Documentation)發展系統過程中之各項

決策。 

2. 系統設計： 

依照物件導向設計，定義資料、訂定資料結構，流程設計。      

3. 資料庫開發： 

      依照統一塑模語言(1.)所定義出資料格式，系統結構及行為規格化，選

取適合資料庫開發軟體，開發資料庫。 

      系統製作：依照物件導向流程設計，選取適合開發軟體，依照所設計

流程，製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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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測試與修改： 

      系統開發完成後，進行各項測試規格項目之訂定，依據測試項目進行

測試並做修改。 

5. 圖片資料原生植物資料輸入：將資料輸入系統。 

6. 系統測試與修改：系統開發完成後，進行各項測試規格項目之訂定，

並依據測試項目進行測試並做修改。 

7. 產出報表：依照需求產出相關報表。 

8. 系統上線：經系統測試無誤之後，正式開始上線使用。 

 

本原生植物數位資料庫之資料係由綠建築設計之原生植物圖鑑而來，日

後更必須考慮與圖鑑使用之配合問題，故本資料庫之使用流程架構分為下列

三種搜尋架構：完整搜尋、標準搜尋、全文檢索。 

 

完整搜尋 

本架構係依照原生植物圖鑑所列完整之植物資料，分門別類，羅列出最

完整之植物資料項目，可依其特性作單選、多重選擇或文字檢索的條件輸入，

來搜尋到合適之植物名單，此種搜尋方式可依照最完整的植物特性項目分別

來進行搜尋，滿足使用者的最完整的搜尋要求。但是使用者也不一定要一一

輸入各項檢索條件才可開始進行搜尋，本系統在僅輸入若干項條件的狀況下

依然可以進行搜尋。 

此外，因為此種搜尋方式之可供選擇項目眾多，為免使用者混淆，本團

隊在進行介面設計時，考慮將類似性質之植物特性項目分在同一群組，同時

將使用者較常會搜尋的植物特性條件安排在介面中較上面較前面的位置，如

此能讓使用者較易區分也較快能找到欲輸入的項目，加快搜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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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搜尋 

本架構係依照原生植物圖鑑所建議之選用植物標準流程五大步驟：一、

選擇適種氣候區。二、適合濱海與否。三、選擇日照量。四、選擇耐旱性。

五、選擇植物類型。此種標準搜尋與實體書圖鑑的檢索方式完全相同，亦即

按照實體書圖鑑所建議之原生植物設計標準程序之五大步驟逐一進行，優點

是對於已經使用過實體書圖鑑的使用者極易瞭解如何進行搜尋，又可免除逐

頁翻找實體書之工作，可收迅速搜尋之效。 

此外，本搜尋系統設計成可隨時於任一步驟終止並開始進行搜尋，也就

是說使用者並不一定要逐一輸入五大步驟的搜索條件才能開始進行搜尋，可

從上述任一步驟中隨即直接切入搜尋。 

 

全文檢索 

如同一般資料庫應有的功能一樣，本原生植物圖鑑資料庫也具備了全文

檢索的功能，使用者可自行於欄位中輸入相關之植物關鍵字詞，系統即可在

資料庫中，將有關此關鍵字之文字資料全部檢索出來，逐條排列於檢索介面

上，之後使用者便可按連結逐條閱讀全文資料。 

 

上述三種搜尋方式可說已經囊括了一般使用者最常會使用到的搜尋可

能，應可滿足使用者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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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搜尋及使用流程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二）將圖鑑資料庫數位化 

在圖鑑資料庫數位化方面主要包含了兩大類工作，一是植物特性資料，

二是圖片資料，本階段主要進行之工作，是植物特性資料數位化的工作。 

 

在植物特性資料數位化部分，主要依照下列步驟來進行： 

1.將實體書圖鑑內容關於原生植物的各種特性條件整理歸納，包括實體

書上文字敘述與圖示化的部份如植物功能、植物型態等等，依其重要

性與類別建立行檢索系統的條件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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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原生植物圖鑑實體書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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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2.將上個步驟的搜尋條件依照其原生植物資料庫的內容，分類為單選或

是多重選以及可文字檢索的類別，以決定的該條件項目要以何種使用

者介面進行條件選擇，並且將所有植物的特性條件依照檢索條件進行

標準化與細部分類。 

 

                                                    

 

 

 
 

 

 

 

 

 

 

 
 

圖 1-4 植物特性資料檢索標準化歸納草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以下將各植物特性資料依單選、多重選以及可文字檢索之類別加以分

類整理，此即為植物特性資料數位化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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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植物特性項目數位化分類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3.將上述的原生植物檢索項目，建立 Excel 表格，橫向軸是植物檢索項

目的所有欄位與該欄位標準化後的所有檢索選項，縱向軸是目前 162

種植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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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植物特性數位資料庫框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4.將上述的 Excel 表格再依照檢索方式的不同（單選、多重選或可文字

檢索）進行修正並與專業程式工程師進行溝通與討論後，再將 162

種植物依其標準化的方式進行資料數位化的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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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數位資料庫修正框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三）完成圖鑑數位資料庫的使用者介面 

資料庫之使用者介面必須考慮到辨識容易與操作簡便，如此方能符合人

性化的使用需求。本圖鑑數位資料庫的搜尋使用流程分為完整搜尋、標準搜

尋與全文檢索三種，因此使用者介面之開發亦分為三種，三種不同介面之設

計重點分述如下： 

1.完整搜尋：本介面因包含所有實體書圖鑑的所有植物特性項目，項目

種類眾多，因此操作介面之是否清晰可辨識為設計重點。本搜尋介面共有 34

個項目可供使用者選擇性地輸入條件，為避免使用者感到介面凌亂，故本團

隊將眾多特性項目依其相互間之關係程度加以分群，同時將同一群的特性項

目名稱予以清晰標示。相似性較高的植物搜索條件分在同一群，在介面上也

安排在較接近的位置。在完整搜尋介面部分的項目分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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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完整搜尋介面部分之項目分群表 

完整搜尋介面部分之項目分群表 

群次 分群名稱 項次 特性搜尋項目 

1 植物名稱 

2 學名 

3 別名 

4 資源代碼 

1 基本資料 

5 植物類型 

6 形態特徵 

7 植物形態 2 形態特徵 

8 株高 

9 花期 

10 花色 3 花期花色 

11 花形 

12 果期 
4 果期果色 

13 果色 

14 葉形 

15 質感 5 葉形質感 

16 樹葉密度 

17 植物功能 

18 誘鳥誘蝶 6 植物功能 

19 景觀用途 

20 根系 
7 根系 

21 覆土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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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適種土壤 

23 適溫 

24 海拔 

25 適種地點 

26 適種位置 

27 適合濱海 

28 日照量 

8 適種環境 

29 耐旱性 

30 生長速度 

31 普遍程度 

32 價格 
9 其他 

33 種植株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在特性搜尋項目經過適當分群之後，本團隊將使用者可能較常會使用的

搜尋條件在介面上往畫面上方配置，以利使用者能較快用視線搜尋到感興趣

的搜尋條件，以進行點選搜尋。本搜尋介面並不需要使用者點選全部達 34

個項目的欄位才能進行檢索，可以只設定幾個搜尋條件，系統即可將符合條

件之植物名單列表出來。完整搜尋之使用者介面規劃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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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完整搜尋之使用者介面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2.標準搜尋：本搜尋介面係依照原生植物圖鑑所建議之選用植物標準流

程五大步驟：一、選擇適種氣候區。二、適合濱海與否。三、選擇日照量。

四、選擇耐旱性。五、選擇植物類型來進行檢索。本標準搜尋將按照圖鑑之

原生植物設計標準程序之五大步驟逐一進行點選，設定檢索條件，因為只有

五個選項，優點是較為簡便，對於已經使用過實體書圖鑑檢索的使用者十分

容易瞭解。但此數位搜尋的方式仍和利用圖鑑植物索引表來查找的方式有些

微不同，為讓曾經使用圖鑑和不曾使用過圖鑑的使用者都能瞭解此搜尋功

能，本團隊將標準設計流程五大步驟之說明置於標準搜尋介面上，以增進使

用者瞭解。 

此外，本標準搜尋介面並不需要使用者點選全部 5 個項目的步驟才能進

行檢索，可以只選定若干搜尋步驟，系統即可將符合條件之植物名單列表出

來。標準搜尋之使用者介面規劃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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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進度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圖 1-8 標準搜尋之使用者介面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3.全文檢索：本資料庫之全文檢索的功能可讓使用者自行於欄位中輸入

相關之植物關鍵字詞，系統即可將有關此關鍵字之文字資料從資料庫中全部

檢索出來，使用者隨即便可按連結逐條閱讀全文資料。全文檢索之使用者介

面規劃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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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方法與進度說明 

 

 
 
 
 
 
 
 
 
 
 
  
 
 
 

圖 1-9 全文檢索之使用者介面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四）將資料庫匯入檢索系統，並測試檢討其功能 

本階段工作為將已完成數位化準備之植物資料匯入檢索系統中，將數位

資料與搜尋介面結合起來，建置完成包含 162 種植物檢索功能的「原生植物

圖鑑數位資料庫」，並進行測試以檢討其功能。下一節將對此「原生植物圖

鑑數位資料庫」依照三種不同搜尋介面進行檢索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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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第四節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一)完整搜尋程序 
 
搜尋開始：切換至完整搜尋之使用者介面，如下圖示。 
 
 
 
 

 

 

 

 

 

 

 

 

 

 

圖 1-10 完整檢索介面圖示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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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一：輸入需求條件，如：花期花色。 

 

 

 

 
 
 
 
 
 
 
 
 
 

圖 1-11 完整檢索介面圖示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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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二：按下「搜尋」鍵。 

 

 

 

 

 

 

 

 
 
 

 

 

 

 
圖 1-12 完整檢索介面圖示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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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三：按下「搜尋」後，視窗顯示搜尋結果，可以點選植物以顯示該

植物的資料。 

 

 

 

 

 

 

 

 

 

 

 

 

 
圖 1-13 完整檢索介面圖示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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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四：點選後出現該植物圖鑑頁面。 

 

 

 

 

 

 

 

 

 

 

 

 

 

圖 1-14 完整檢索介面圖示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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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五：按下「清空搜尋條件」後，可再次搜尋。 

 

 

 

 

 

 

 

 

 

 

 

 

 

 

圖 1-15 完整檢索介面圖示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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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二)標準搜尋程序 
 
搜尋開始：切換至標準搜尋之使用者介面，如下圖示。 

 

 

 

 

 
 
 
 
 
 
 
 
 
 
 

圖 1-16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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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一：輸入條件步驟一（判定氣候區）之條件【適種氣候區】。 

 

 

 

 
 
 
 
 
 
 
 
 
 
 
 
 

圖 1-17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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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二：輸入條件步驟二（判定濱海與否）之條件【適合濱海與否】。 

 

 

 

 
 

 
 
 
 
 
 
 
 
 

圖 1-18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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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三：輸入條件步驟三（選擇日照條件）之條件【日照量】。 

 

 
 
 
 
 
 
 
 
 
 
 
 
 
 
 

圖 1-19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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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四：輸入條件步驟四（選擇耐旱條件）之條件【耐旱性】。 

 

 

 

 
 
 
 
 
 
 
 
 
 
 
 
 

圖 1-20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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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五：輸入條件步驟五（選擇植物類型）之條件【植物類型】。 

 

 

 

 
 
 
 
 
 
 
 
 
 
 
 
 

圖 1-21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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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六： 按下「搜尋」後，視窗顯示搜尋結果，可以點選植物以顯示該

植物的資料。 

 

 

 

 
 
 
 
 
 
 
 
 
 
 
 
 

圖 1-22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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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七：點選後出現該植物圖鑑頁面。 

 
 
 
 
 
 
 
 
 
 
 
 
 
 
 
 

圖 1-23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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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八：按下「清空搜尋條件」後，可再次搜尋。 

 

 
 
 
 
 
 
 
 
 
 
 
 
 
 
 

圖 1-24 標準檢索介面圖示 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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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三)全文檢索 
 
搜尋程序開始：全文檢索搜尋之使用者介面圖示。 

 

 
 
 
 
 
 
 
 
 
 
 
 
 
 
 

圖 1-25 全文檢索介面圖示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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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一：輸入關於需求條件的任何文字。 

 

 

 

 
 
 
 
 
 
 
 
 
 
 
 
 

圖 1-26 全文檢索介面圖示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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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二：按下「搜尋」後，視窗顯示搜尋結果，可以點選植物以顯示該

植物的資料。 

 
 
 
 
 
 
 
 
 
 
 
 
 
 
 
 

圖 1-27 全文檢索介面圖示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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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搜尋程序三：點選後出現該植物圖鑑頁面。 

 

 

 
 
 
 
 
 
 
 
 
 
 
 
 
 
 

圖 1-28 全文檢索介面圖示 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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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搜尋程序四：按下「清空搜尋條件」後，可再次搜尋。 

 

 

 

 
 
 
 
 
 
 
 
 
 
 
 
 

圖 1-29 全文檢索介面圖示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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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搜尋程序說明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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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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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獲致的研究成果有四項：第一項、建立使用流程架構（參見本報

告書第 11 頁，圖 1-2）。第二項、建立數位資料庫內容（參見本報告書第

13 頁至第 16 頁，圖 1-4 至圖 1-6）。第三項、建立檢索及搜尋頁面（參見

本報告書第 19 頁至第 21 頁，圖 1-7 至圖 1-9）。第四項、建置完成「原生

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參見本報告書第21頁至第41 頁，圖1-10至圖1-29）。 

 

 

 

 

 

 

 

 

 

 

 

 

 

 

 

 

 

 



建議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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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建議內政部「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與「原生植物圖鑑數位

資料庫」光碟同時出版：立即可行之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建築研究所 

「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與「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光

碟同時出版，可以互相配合使用，更增便利。 

 

建議二 

建議內政部持續修訂「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與「原生植物

圖鑑數位資料庫」光碟：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 

協辦機關：建築研究所 

「綠建築設計之台灣原生植物圖鑑」編成之後，建議仍須委託研究團

隊，應比照目前之「綠建築評估手冊」，定期對其修訂完善，以保持此「原

生植物圖鑑」不斷更新且適用之狀態。「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光碟也

必須同步加以定期更新，才能始終保持實用。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附錄一 

 

 

附錄一 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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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附錄一 

 

(一)甄選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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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三) 期末審查意見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函 
機關地址：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3 樓 
承辦單位：環境控制組 
聯絡人：黃尊澤 
聯絡電話：(06) 3300504 轉 2105 
傳真電話：(06) 3300480 
電子信箱：tth@abri.gov.tw 

受文者：黃研發替代役研究員尊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11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建研環字第 098000802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檢送本所 98 年度「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

之研究」、「綠建築設計手法及實例彙編研究(一)－

住宅節能減碳案例圖解」、暨「綠建築設計手法及

實例彙編研究(二)－商業建築減碳案例圖解」等 3

案期末審查會議紀錄乙份如附，請 查照。 

正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經濟
部能源局、內政部營建署、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李教授魁鵬、林教授憲德、荊教授樹人、楊教授冠雄、鄭教授政利、
廖教授天賜、廖教授朝軒、蕭教授弘清、李教授鎨翰、郭教授柏巖、
黃教授國倉、本所鄭組長元良、施簡任研究員文和、蔡副研究員介峰、
黃研發替代役研究員尊澤、李研發替代役研究員振綱 

副本：本所環境控制組、性能實驗中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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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附錄一 

 

本所 98 年度「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綠

建築設計手法及實例彙編研究(一)－住宅節能減碳案例圖

解」、暨「綠建築設計手法及實例彙編研究(二)－商業建築減

碳案例圖解」等 3 案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98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14 時 30 分正 

二、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15 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席：鄭組長元良    記錄：黃尊澤

等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研究案主持人簡報：（略） 

八、綜合討論與建議： 

(一)「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案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書面意見）： 

目前植物種類仍太少，建議後續之研究增列植物種類，充實

本資料庫，才能更為實用，讓使用者不會因查不到資料或可

供應的植物種類太少而放棄使用本資料庫。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建議本研究成果於結束後能出版，供建築師綠化設計參考，

且其成果能經由網路查詢、下載使用。 

李教授魁鵬（張教授又升代理）： 

1.本研究目前所建置之植物有限，建議資料庫名稱改為「常

見」原生植物圖鑑資料庫。 

2.建議研究成果能經由網路查詢、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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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荊教授樹人： 

1.資料庫之彙整及展現方式可否用網頁來呈現？ 

2.建議精簡英文摘要，並重新檢視用字問題。 

3.本研究整理之 162 種植物是否完全為本土型植物？（建議

以農委會資料庫為依據） 

4.植物價格部分是否包含工資及其他費用，南北地區是否有

所差異？建議以參考價格表示較為彈性。 

5.CO2 固定量一欄之敘述太過簡略，建議說明清楚以利使用

者了解與應用。 

楊教授冠雄（黃教授瑞隆代理）： 

1.本計畫規劃整理及建置的資料庫相當完整，對於綠建築評

估指標之綠化量設計極有助益。 

2.建議本案在後續能繼續增加更多物種（包括原生植物與常

見外來植物），或讓使用者得以自行匯入植物種類。 

廖教授天賜（書面意見）： 

1.本研究完成之資料庫檢索介面簡便易用，符合一般非專業

人士之操作使用。 

2.建議參考文獻（書目）依一般常見論文格式編排，且附錄

之審查意見應有回應。 

廖教授朝軒： 

1.建議資料庫首頁能增加一頁說明本軟體之目的及發展維

護單位等。 

2.建議增加說明本資料庫之諮詢服務與更新等工作由何人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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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屋頂綠化及立體綠化之原生植物是否包含在本資料庫

內？請補充說明。 

協同主持人回應說明： 

1.本研究所建置之植物資料庫均為本土原生植物，其來源主

要係依據農委會之植物資料庫。 

2.資料庫內之植物價格為產地價格，但產地價格會隨季節、

地區及銷售情形而有所變動，將再加入註解，讓使用者了

解此價格僅作為參考之用。 

3.各種植物之 CO2固定量是依據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所建

置，將再加入註解以利使用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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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路版資料庫之建置因不在本合約之範圍，且所需網路空

間不小，故會再與所內資訊管理人員商討。 

（二）「綠建築設計手法及實例彙編研究(一)－住宅節能減碳案

例圖解」案 

經濟部能源局： 

1.第 5 頁引用經濟部能源會 92 年資料及民國 78 年至 87 年

間台灣電力尖峰負載與備轉關係表，是否過於陳舊？請考

量與目前情況與未來情境的差異。 

2.報告各節標題以口語化敘述，頗適合ㄧ般民眾閱讀，第三

篇以落實節能減碳虛擬家庭說明，頗為生動活潑，且專業

術語另闢「知識小百科」說明，頗能幫助ㄧ般民眾理解。 

3.第肆篇以住宅建築之建築產業生命週期 CO2減量評估系統

LCCO2-R 就透天、單戶公寓及整棟公寓第 3 類進行「住宅

營建階段 CO2排放評估」與「住宅日常階段耗能評估」讓

民眾可透過簡單操作評估，並獲得適當警訊及建議，建議

可提供軟體光碟方便民眾使用，或網路版供民眾上網實際

操作應用。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P80 建議於(4)修改為「可調整式遮陽」，並分為 2類說明： 

  (1)外遮陽捲簾、布簾。 

  (2)外百葉遮陽-推開（上推、外推）、橫拉；可調整百葉

片（可兼顧採光之調整需求，避免眩光）。 

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書面意見）：  

1.P88 第四節一…冷氣空調開「的」少，請修正為「得」。 

2.P89 倒數第二行：大約需一噸（8,000 BTU/hr），一噸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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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依學理為 12,000 BTU/hr，但冷氣噸數有美制及日制之

分，建議以 BTU/hr 或 kW 標示較精準。 

3.P163：KW/KW，請修正為 kW/kW。 

4.P177 中有關電鍋使用時應注意事項中第(5)點，因電鍋未

拔掉插頭時為保溫狀態，故建議將文內「不需要時可切斷

電源」修正為「不使用時應拔掉插頭或切斷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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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235：表 13-2.1 熱水溫度，空氣對水或水對水熱泵，不

應有如此大的差異，請再確認。 

6.第十三章浴室節能，如無法設置太陽能熱水器，熱泵（因

需有空間）仍用傳統瓦斯或電熱水器時，如何達到節能減

碳？請補充說明。 

李教授魁鵬（張教授又升代理）： 

1.通風利用可再加強討論，台灣通風有季節時間性的差異，

可減少空調使用時間。 

2.P156 EER 之單位有誤，請修正。 

3.家用照明與辦公照明有相當差異，本研究之照明節能偏向

辦公照明，建議依住宅所需之照度、氣氛、功能進行自然

採光、局部、重點照明之討論。 

4.公共用電節約對策討論可再加強。 

荊教授樹人： 

1.報告內容部份圖表需要顯示資料來源。 

2.在光線遮陽（第五章）的部份，在各種遮陽設施說明時，

應將緯度、季節的因素列入說明內容。 

3.屋頂隔熱材料的部份，建議將材料生命週期列入比較，作

為評估的依據。 

4.屋頂植栽大型喬木部份有根系破壞結構體的疑慮，同時估

算重量缺少飽和水的部份。 

5.照明部份除了省電及亮度之外，燈具的分布及彈性控制迴

路的建立，不僅有利於均度且有節能的效益。 

6.熱泵的效益有被高估的狀況，大部分空調系統在冬季並不

操作，如何產生次級能源？請補充說明。 

 76



原生植物圖鑑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附錄一 

 

楊教授冠雄（黃教授瑞隆代理）： 

1.本計畫歸納整理之住宅節能減碳案例圖解相當完整，對於

向一般民眾宣傳住宅的節能減碳相當有助益。 

2.期末報告中，有些圖或文字誤繕部份請修正，例如 P5 圖

1-1.4 紅外線攝影儀之建築物高溫化現象應是牆體吸熱效

應造成，而非隔熱不良造成的。 

3.努力落實節能減碳家庭，如果以公寓住宅更能貼近都市住

宅的現況。 

廖教授天賜（書面意見）： 

1.資料收集完整，具高度之實用價值。 

2.P78、P79 部分非住宅之圖例建議，建議改用住宅圖例以符

居住之需求。 

3.P134 圖 7-3.8「林管木的木材」是何意？是否經森林認證

所產生的木材？請補充說明。 

4.參考資料建議依常規格式編排，書名、文章名稱建議附上。 

廖教授朝軒： 

1.建議參考文獻的編排能統一。 

2.報告中目次~摘要無頁碼編號。 

3.建議屋頂隔熱能加 Cool Roof 之章節，因 Cool Roof 僅須

在屋頂塗上白漆，一樣有降低耗能之效果。 

4.導讀篇能加列指引，把節能的對應章節分別列出，使讀者

易於找到想看的地方。 

協同主持人回應說明： 

1.本研究案所引用圖片資料，將詳註引用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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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遮陽型式適用性探討、屋頂綠化估算重量缺少飽和水、熱

泵效益、EER 單位誤繕等部份將於成果報告中補充或訂正。 

3.屋頂隔熱材料生命週期、建築通風利用、公共用電節約對

策、熱水系統比較部份，將參酌相關資料彙整納入成果報

告。 

4.導讀篇將加列指引部分，俾利讀者易於搜尋。 

（三）「綠建築設計手法及實例彙編研究(二)－商業建築減碳案例

圖解」案 

經濟部能源局： 

1.報告書第 48 頁表 5-1-1 各種光源之特性比較，建議增列

LED 項目。 

2.有關本研究成果亦作為政府向一般大眾宣導推動綠建築

節能減碳的一般通俗教材，建議可先讓一般民眾試讀，以

評估其效果。 

3.第四篇的商業建築生命週期二氧化碳評估軟體 LCCO2-C，

建議可提供軟體光碟方便民眾使用，或建置網路版供民眾

上網實際操作運用。 

4.報告書第 28 頁中，圖 3-1-1 至圖 3-1-6 建議統一正反對

照之位置，並以○Χ表示，較為明確。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建議增加可調整式遮陽技術，並整合於報告書第二章中，以

突顯可調整式遮陽的重要性。  

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書面意見)： 

1.報告書第 65 頁第二段…如圖 6-5-2 之標準機器性能曲

線…，經查圖 6-5-2(於第 64 頁)並非所稱之曲線，應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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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頁之圖 6-4-1，但該曲線並非顯示吸收式冷凍機部分運

轉效率最佳。 

2.報告書第 66 頁中，標題「參、熱源主機台數控制技術原

理說明」應修正為「貳」；且該技術應獨立一節，以避免

讀者誤以為僅吸收式冷凍機有主機台數控制之技術。 

3.報告書第 69 頁第一段中，可變冷媒量系統(Variable 

Refrigerant Volume，簡稱 VRV)…其輸送「幫浦」…描述

不精準；另 VRV 為日本 DAIKIN 申請專利之名詞，建議改

為 VRF(Variable Refrigerant Flow)。 

4.報告書第 74 頁中，圖 6-12-1 熱泵之運作原理，右圖之冷

媒流向有誤，應修正。 

5.報告書第 99 頁中螺旋式主機 COP2.79，依法不得販售，怎

可安裝於此建物？請查證。 

李教授魁鵬（張教授又升代理）： 

1.商業建築類型眾多，其中亦有複合使用之類型，而各類節

能對策依各類型建築會稍有出入，宜將各類節能技術進行

適用性分析。 

2.輸送設備、電腦、機房等節能技術尚無討論，建議補充。 

3.商業建築之投資成本普遍高於一般住宅，建議可再增加不

同於住宅節能之技術，並宜更深入討論。 

4.有關照明部分建議可加強戶外照明，及廣告照明之節能技

術。 

荊樹人教授： 

1.斜屋頂不論採挑高或密閉方式均有受風切的影響，或是破

壞的潛在問題，建議考量將經常性風向或颱風風向納入作

為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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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綠化植栽部分應將水資源需求列入評估說明，因自來水本

身也有 CO2排放量的負荷，故不應隔熱節能，卻耗能管理。 

3.有關中庭浮力通風的效益部分，請考量是否適用於有空調

的建築物。 

4.屋頂反射的想法及設計確實有助於室內光線的均勻度，建

議增加反射表面的材料、顏色等相關資訊的說明。 

5.中央空調於室內房間送風口的分佈及風量大小，應該依房

間的型態而有所不同，非均勻分配。 

楊教授冠雄(黃教授瑞隆代理)： 

1.本計畫歸納整理之商業建築節能減碳設計手法與實例相

當完整，對於向一般民眾宣導商業建築節能減碳相當有幫

助。 

2.有關可變冷媒量系統雖具變頻節能效果，惟該系統之性能

係數(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簡稱 COP)約僅有大

型冰水主機之一半，故其適用對象為一般規模不大，具較

小空調需求之建築物，建議加以說明釐清，以避免誤導讀

者。 

廖教授天賜(書面意見)： 

1.蒐集資料範圍廣泛周延。 

2.報告書第四章綠化部分之降溫或節能效果建議增加實際

之數據(已有之案例或相關研究結果)。 

3.報告書文內之 CO2、m
2
請修正便其有一致性；錯別字亦請

校正。 

4.參考文獻部分，請依制式格式編排。 

廖教授朝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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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告書導讀篇建議增列整個內容之導覽地圖，以供使用者

參考並易於查閱欲了解之技術所在的章節；另本商業建築

減碳案例圖解手冊為提供建築師及一般民眾使用，故相關

用字宜深入淺出。 

2.屋頂隔熱技術除屋頂綠化外還有 Cool Roof 技術，建議考

量納入；另商用建築包括範圍較廣，故宜先定義此報告之

適用範圍。 

協同主持人回應： 

1.有關斜屋頂部分所造成負面影響，及屋頂綠化相對之水資

源需求等將一併加以補充說明；另空調送風分配部分已於

空調區劃之章節中提及，惟相關用語仍稍嫌艱澀，將再改

寫為較淺顯易懂之文字，以說明空調區劃之重要性。 

2.有關不同類型之建築所適用的節能技術，將於各類技術中

加以註記所適用之對象；另輸送及電腦設備之節能技術將

再另闢二章節加以介紹說明。 

3.有關 Cool Roof、戶外照明、廣告照明等節能技術及可變

冷媒量系統之適用性範圍將一併補充說明。 

九、結論： 

（一）本次會議 3 案期末報告，經審查結果原則通過，並請依規

定辦理核銷。 

（二）請詳實記錄與會專家學者及出席代表意見，並請研究團隊

參採修正成果報告，成果報告請依時程及本所規定格式完

成報告書及送所辦理後續事宜。 

十、散會：下午 17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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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重要法規 

 

目前國內與本研究相關的法規如下： 

 

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自然地景指定及廢止辦法 

自然地景保存獎勵補助辦法 

森林法 

森林法施行細則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國家公園法 

生態保育區及自然保育區保育措施 

政府出版品基本形制注意事項（九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會版字第 0930020115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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