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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中報告主席結論及辦理情形 

主席結論 辦理情形 

1、請受託單位修訂研究範圍，因已含

道路步道等，不必侷限於遊憩區，

在可能範圍內請加入溪溝整治、橋

樑及解說牌標誌等項目之評估。 

本研究團隊與本案承辦單位進行研究範

圍確認後，已將溪橋納入本研究工程設

施評鑑範圍。此外，有關解說牌標誌，

原即已納入本研究生態工法評估指標

中，進行綜合評鑑。 

2、請於期末簡報時提出評估不符合生

態工法之工程改善方案。 

本計畫已於期末報告第四章第四節目標

主體工程設施評鑑與建議（p48~104）中，

提出相關生態工法之工程改善方案。 

3、請受託單位提供生態工法評估資料

檔案，俾利營建署九十三年十一月

十六日至處做生態工法現地查核

資料使用。 

本計畫期中報告之生態工法評估資料檔

案光碟，已於期中簡報後翌日，以快遞

提供工務課，俾便  貴處參考使用。 

4、請提供更多生態工法圖像，俾利本

處以後工程參考。 

已於本報告第四章第四節目標主體工程

設施評鑑與建議（p48~104）中提供。 

5、請受託單位以生態觀點，提供二子

坪親水設施改善方式。 

本研究團隊已於期中簡報前進行現勘及

環境資訊彙整，並於本報告第四章第四

節有關親水設施評鑑與建議（p101~104）

中，提出其改善方式。 

6、請企劃課及工務課邀請本園區內地

方政府主辦工程人員等至處研習

生態工法。 

本意見將轉請  貴處企劃課及工務課處

於94年度規劃辦理。 

7、請受託單位速送收據過處，以便辦

理撥付第二期款。 

已於期中簡報後翌日完成送件，並經  

貴處協助辦理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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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生態工法、專家座談方法、評估指標、照片評估法 

陽明山國家公園因鄰近大台北都會區，每逢例假日、花季期間園區內各遊

憩區遊客人數絡繹不絕，承受龐大的遊憩壓力，為避免因過度之遊憩設施開發而

破壞珍貴之生態資源，乃需辦理生態工法，以降低遊憩設施開發興建對生態環境

之衝擊。本計畫經與承辦課討論及確認，本年度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之車

道、停車場、步道、護坡、無障礙設施、配合調查設施等六類十四項目標主體工

程設施為主，瞭解其環境使用狀態，進行現地環境資料生態評估，以探討目標主

體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並提出後續之改善建議。 

在資源分析與評估模式建立上，本研究團隊同步進行環境背景資料分析及

工程設施評估模式建立兩大項工作。在環境背景資料分析上，進行陽明山國家公

園園區各遊憩區之環境背景文獻蒐集及現地影像紀錄，以及國內外相關生態工法

案例之蒐集與分析。在工程設施評估模式建立上，以問卷調查法經由專家學者及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各處室同仁修訂，建立本研究之生態工法評估指標；此

外，並透過照片評估法及專家座談會，進行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評估與建議。 

在生態評估及執行成果上，本計畫已完成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基礎資料建

立、生態工法評估模式，以及設施評鑑與建議等工作。其中，在基礎資料建立上，

完成六類十四項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影像圖庫，並提供本計畫使用。在生態工程

評估模式上，完成生態、水土、設施、景觀、教育、遊憩等六個向度的生態工法

評估指標，並建立問卷法、照片評估法與專家座談會等方法之評估流程模式。在

設施評鑑與建議上，完成普通車道、透水車道、柏油停車場、植草磚停車場、塊

石步道、木棧道、框架級配步道、擋土牆、植生護坡、無障礙步道、無障礙? 所、

生態廊道、溪橋、親水設施等六類十四項目標主體工程之專家評鑑與建議；其涵

括工程設施綜合評鑑意見、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

工法之處、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生態工法參考圖例等內容，俾便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後續進行生態工法改善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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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陽明山國家公園因鄰近大台

北都會區，每逢例假日、花季期間

園區內各遊憩區遊客人數絡繹不

絕，承受龐大的遊憩壓力，為避免

因過度之遊憩設施開發而破壞珍

貴之生態資源，乃需辦理生態工

法，以降低遊憩設施開發興建對生

態環境之衝擊。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一多功能

之國家公園，位於臺北市近郊，平

均每年有四百多萬人次的遊客，遊

憩活動會對生態環境造成許多影

響。例如在土壤方面，會直接的加

速土壤流失；在植物方面，會減少

植物高度及大小、失去敏感或脆弱

的植物、地面植被的覆蓋度減少、

樹木及灌木的流失、樹幹受傷及引

進外來種、減少植物多樣性；對野

生動物而言，會直接改變棲地、造

成棲地流失、引進外來種、搔擾動

物、改變動物行為、使動物遠離食

物、水及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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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體方面，會直接地引進外來種、增加濁度、增加營養? 的輸入、增加致

病細菌的數目、改變水質，間接地降低水生態系的健康、改變物種組成、產生藻

華。因而國家公園會有容納及減少遊客衝擊，及增加生物棲地的工程設施，而工

程設施的設計及施工，則應考慮對生態環境的衝擊。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本計畫書規範，本研究工作範圍以陽明山國家公園現有各遊憩區主要

工程設施為主，同時進行下列三項計畫內容： 

一、調查各遊憩區主要工程設施之環境使用狀態。 

二、進行現地環境資料生態評估。 

三、探討遊憩區主體工程是否符合生態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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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背景及理念構想 

第一節  陽明山國家公園環境現況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有台灣主要的

火山地形地質（大屯火山群彙），瀕臨

大台北都會區（全世界最鄰近大都會之

國家公園），有季節變化之風貌景觀，

具有多項稀有植物與多樣的昆蟲世

界，為一座精緻多方位的國家公園，涵

括保育、環境教育解說宣導、遊憩育樂

等多項功能。 

目前園區分成生態保護區、特別景

觀區、遊憩區及一般管制區，本計畫就

園區內蘊藏動、植物現況及遊憩區現況

摘要說明如后。後續將依據研究需要，

蒐集各遊憩區內相關之生態背景資料。 

一、陸域植物 

陽明山國家公園植物景觀大致可

分為水生、草原及森林植被三大類：水

生植被以火山口沼澤地、貯水池為主要

分佈區，而以水毛花、針藺、荸薺、燈

心草等較為常見，「台灣水韭」更為台

灣特有種，且僅生存於本區；包籜矢竹及五節芒為本區草原景觀之主要植被，廣

見於600公尺以上地區；森林植被則以樟科植物為優勢種，如紅楠、大葉楠等，

其他如楊桐、昆欄樹、墨點櫻桃極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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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域動物 

陽明山國家公園擁有豐富之生態

環境，因此吸引許多不同種類之動物族

群棲息繁衍。園區內中小型哺乳動物以

赤腹松鼠、台灣野兔、鼬獾及台灣彌猴

族群數量較多，穿山甲與麝香貓僅偶可

見之，其中台灣彌猴與台灣小葉鼻蝠更

是本區之特有種；以鳥類來說，除低海

拔常見的粉紅鸚嘴、繡眼畫眉、竹雞和

五色鳥等優勢鳥種外，台灣特有種—台

灣藍鵲於區內亦可常見。每年秋季的十

月及春季的三月，因為候鳥過境的關

係，是本區鳥種最豐富的月份，尤以赤

腹鶇、樹鷚最為易見；屬夏候鳥的家

燕、牛背鷺與中杜鵑，在每年的四月至

九月，則常見於冷水坑、小油坑地區，

而中杜鵑更廣佈於全區山林；在兩棲類

動物中，以台北樹蛙、澤蛙、長腳赤蛙、

盤古蟾蜍等族群量較大；爬蟲類中，則

以黃口攀蜥、印度蜓蜥、麗紋石龍子、

赤尾青竹絲、花浪蛇、紅斑蛇及青蛇等

較為常見。陽明山地區每屆春、夏季之

五月至八月，常見炫麗的蝶群出現在不

同類型的環境，尤其面天山及大屯山山

區之青斑蝶類，更常有成百上千地隨著氣流群蝶飛舞的壯觀景象；除了斑蝶類

外，引人注目的鳳蝶，本區亦有多量分佈，而以大鳳蝶、大紅紋鳳蝶、烏鴉鳳蝶

和黑鳳蝶較為易見。夏日的蟬、秋夜的螽蟴和其他數以千計的昆蟲，也是陽明山

國家公園的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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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憩區 

本計畫以各遊憩區內主要工程設施為研究範圍，按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全

園區馬槽七股溫泉區、二子坪遊憩區、大屯自然公園、菁山露營區、雙溪瀑布區、

龍鳳谷硫磺谷區、冷水坑遊憩區、大油坑遊憩區、小油坑遊憩區等主要遊憩區。 

本研究團隊探訪上述相關遊憩區，針對目標主體工程設施，實際瞭解其建築

構造物、道路系統（含步道系統及生態廊道措施）、景觀設施（含綠化設施）及

排水系統等，以分別評估各設施應有的生態考量，以及其落實生態工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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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態工法規劃與評估理念 

一、生態工法之規劃設計理念 

依據本研究團隊彙整國外相關文獻顯示，生態工法之思維架構具有層次性

(圖2-1)，分別依據推動方向、制定策略、擬訂計畫及落實內容達到具體成效，

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圖 2-1、生態工法思維架構圖 

（一）推動方向主要分為復育(Restoration)、保育(Rehabilitation)及重建

(Reclamation)等三種層次，復育係指回復環境到人類干擾前的狀態，一

般係屬理論性的訴求，也是最高層次的方向。保育則是開發同時，保持該

地區生態系統的功能性與結構性，維繫自然的自我組織能力，一般適用於

生態敏感性較高的地區。重建則是依據人類的喜好，重塑區域的生態系

統，一般適用於生態敏感性較低、生態環境已受到劇烈干擾或原有環境消

失殆盡的地區。 

•Restoration
•Rehabilitation
•Reclamation

方向

•迴避
•縮小
•代償
•增益

策略

•廊道設計
•表土保存
•排水工程
•生態綠化
•生態蝶園

計畫

•設計圖說
•施工規範
•材料取得
•驗收方式
•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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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推動方向確認後，即需依據工程內容及效益成本制定策略，一般生態工

法的策略運用大同小異，首先考量採用(a)迴避：即避免產生負面影響

(Avoidence)，方式包括停止開發計畫、發展替代方案、限制開發強度和規

模等；其次為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的工法，如收斂式路燈、砌石護岸等設

計。其次採用(b)縮小：即減輕負面影響(Mitigation)，各類措施如對道路

兩旁的生態進行經營管理、發展各種不同的動物通道、地下道、溝渠等，

之後則採用(c)補償：即對造成的影響做補償(Compensation)，定義為在工

程影響範圍外另尋地點進行棲地復育或營造工作，以達到被工程影響的棲

地原有的生態功能和特質，如美國於1986年通過的無淨損失濕地政策(no–

net-loss policy for wetlands, Section 404 of the Clean Water Act)。

最後是(d)增益：即純粹提昇該區域生態整體價值的計畫，如生態教育宣導

活動及生態警告標誌等。需注意的是應用順序不可錯置，一定在(a)做到後

再考慮(b)、(c)及(d)，而不可因做了(c)或(d)來取代(a)、(b)。 

（三）在策略制定後，則需依據不同的工程位置及期程制定計畫，一般生態工法

應用於工程之生態維護計畫，主要包括下列內容： 

1、迴避、減輕衝擊之措施 

?  地形改變最小化（動物、植物、生態系統適用） 

˙概  要：評估工程建設對欲保護之目標可能造成的影響及傷害。 

˙效  果：對於自然度較高之植物群落或活動棲息範圍較小之昆蟲，其受

到傷害之不可回復性較高，若減少施工範圍，對生態有較大助

益。 

˙留意處：若需設置大規模護坡，也會對生態景觀造成較大的破壞。 

?  動物移動路徑保存（動物、生態系統適用） 

˙概  要：工程建設（例如道路）有些會對動物的移動路徑造成阻隔，因

此在道路周邊設置地上或地下的動物移動廊道將可減輕道路

建設之影響。 

˙效  果：中大型之哺乳類動物的活動範圍較廣，在自然環境中的空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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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較大，因此動物之移動廊道需要調查，進而保存或增設通

道，如以高架橋樑代替路堤段，保留橋下空間給動物。 

˙留意處：通道之架設應對當地生態有所認知，對於欲保護之目標設置適

宜之移動廊道。 

?  水資源保護（動物、植物、生態系統適用） 

˙概  要：水資源是水域生物及植物賴以維生之重要資源，而工程設施可

能會阻斷水源或改變原有之水道或地下水補注，使水源減少，

進而使生物減少甚至滅絕。因此工程設施對於水資源應有適宜

之保護及迴避措施。 

?  種植原生種及表土再利用（生態系統適用） 

˙概  要：工程施工階段，經由挖填工程將會鏟除大面積之綠帶及表土

層。因此在工程階段應減少挖填，並保留表土層以利原生植物

及蟲卵再發育之機會。而於工程末以原生植物進行綠化以恢復

原有之植物相。 

˙效  果：此舉對施工後之生態系復元具相當助益。  

?  照明設施改良（動物適用） 

˙概  要：照明會影響環境對燈光敏感之物種，如螢火蟲或趨光性昆蟲

等，因此照明設施之改良亦為對生態友善之保護措施。 

˙效  果：運用收斂性路燈或低誘蟲性燈源，能夠減輕對光敏感之生物的

傷害。 

2、代償措施 

?  動物及植物之棲地遷移或移植（動物、植物適用） 

˙概  要：對於難以迴避之工程，或鄰近區域亦適合欲保育之物種生存，

可以經由遷移之方式使物種之活動及生存不受影響。 

˙留意處：動物棲地或既有植物遷移的過程相當困難，因此宜先對當地環

境及欲保護生物進行調查與目瞭解，以利物種能適應新的環境

而不受到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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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棲地 (動物、植物適用) 

˙概  要：對於不可避免之工程設施，或工程可能會造成某些物種因棲息

環境的消失而減少，可以利用臨近之區域環境來創造新的生物

棲地做為補償。 

˙留意處：代替性之棲地創造的困難性高，應對物種進行全盤性了解以利

代償之措施能完整發揮其功能。且長期之追蹤監測，確保生物

之存活性。 

3、增益措施 

?  生態復育及綠化 (動物、植物、生態系統適用) 

˙概  要：對於受工程破壞之區域，或是範圍內已開發區域，應考量原有

之生態狀況，進行植生復育或棲地改善之行為，以提升生態環

境品質，其措施如螢火蟲復育、生態綠化等。 

˙留意處：應調查設置地點之原有生態環境，以原有生態復育為目標。 

?  教育訓練及宣導 (動物、植物、生態系統適用) 

˙概  要：對於工程設施可能造成之破壞，及施工範圍可能存有之珍貴物

種，應宣導生態環境之重要性，或設置標誌以保護動物。 

˙效  果：在地生態環境重要性之宣導及教育，將會影響相關之工程人員

及民眾重視當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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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工法之生態評估理念 

依據汪靜明（2002、2003）生態工法理念，生態評估之目的，在於配合生態

工法之實施，事先預測工程之進行對於環境生態的影響，提出減輕對策及進行工

法之選擇及評估。然而，受限於時間、經費、人力等相關條件，事前妥善的規劃

評估內容、研究方向與執行程序便顯得格外重要。因此，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遊

憩區之生態評估工作，可依下列內涵來思考與架構。 

（一）計畫區域生態調查監測 

工程完工後，當地生態多少會受到施工所影響，當地生物種類及族群數量亦

有所變化，這必須透過完工後的生態調查監測，對於生態恢復之情形進行追蹤與

瞭解，以利後續生態工法之效益分析與工法研發及修正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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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評估 

綜合評估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生態工法效益分析，針對施工前、施工中及

完工後三階段之生態調查與分析資料，進行生態工法在生態、安全、景觀、經濟

與教育之效益評估，以瞭解生態工法完成後，其總體成本分析。 

第二類為後續保育措施擬定，可以視當地生態之恢復情況，評估物種之復育

及資源之調配需要，進行配套措施之擬定與辦理。物種之復育重點，在評鑑完工

後之環境生態條件及物種恢復狀況，進行原生物種之原地復育，包括將異地復育

之原生動物種遷回棲地、原生動物種繁養殖計畫，或是原生植物之播種及移植。

資源之調配，在水域生態方面，可分為生態基流量之調配、水質之改善、食物來

源之補充等；在陸域生態部分，包括植生之土壤改良及澆灌作業，動物族群之保

護設施、食源補充等。 

（三）生態工法之修正與研發 

當生態工法完成，並進行生態調查監

測與綜合評估後，針對工法進行之程序，

以及工法之綜合效益，進行工法缺點之修

正；設計規劃單位並可根據經驗之累積，

進行新式生態工法之研發，以提供相關單

位進行生態工法之參考。 

（四）建立生態工法資料庫 

生態工法資料庫包含生態資料庫及工法資料庫兩大重點，生態資料庫設置之

目的，在於建立全台灣各地之生態基礎資料，避免重複項目之調查，有效整合生

態資訊，資料庫可提供相關工程設計單位，作為背景資料之參考。工法資料庫設

置之目的，在於提供各種不同的工法，並分析其工料成本、安全係數、施工程序、

生態效益等資訊，提供設計規劃及施工單位，進行事宜有效之工法設計參考。 

綜而言之，生態工法的生態評估，就像進行基礎工程之前，必須進行地質鑽

探調查與安全分析，才能根據鑽探資料來擬定施工方法。同樣的，生態工法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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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事前必須有施工地點的生態調查資料，以決定保全之指標物種，以及配套的

工法設計與配置；施工期間的生態調查，可以瞭解施工對於當地生態的損傷情

形；完工後的監測調查，則有助於瞭解棲地及生態系統的恢復狀況，以及未來生

態演替之方向。經過三階段的調查與生態分析，我們才能分析各個工法之生態效

益，以作為工法之效益及適用性評析之依據，並作為後續工法研究之生態基礎。 

目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配合國家永續發展目標及綠色矽島之總體政

策，正積極推動「綠營建」(sustainable construction)審議制度，並委託進行

「推動綠營建工程評估審議制度及評估指標研究」、「綠營建方案－道路工程建立

綠營建工程設計範及設計嘗則之研究」、「綠營建政推動略及藍圖之研究」等研究

計畫；初期擬定之成果大部分直接沿用綠建築之指標及內容為依據，其初擬之指

標分為「環境、生態及資源」等三個層面的十五個指標。 

內政部更具體針對台灣建築物耗能、耗水、排水、環保特性，訂定「綠建築

評估指標系統」，先後建立綠化、基地保水、水資源、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

廢棄物減量、污水垃圾改善、生物多樣性、室內環境指標等九大評估指標，並率

先自九十一年起由政府公有建築物示範做起。本研究參考綠營建等相關指標，並

針對生態工法評選考量之生態保育性、安全性及永續性的面向，進行陽明山國家

公園園區之遊憩區之環境背景資料蒐集，參考國內外相關法令及規範，以及國內

外生態工法相關案例回顧分析，以制定適合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生態工法指標系

統，進而評估遊憩區工程設施。並提供符合生態工法之設計，以及施工前和施工

中的生態評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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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程進度及工作方法 

第一節  流程進度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參圖 3-1），主要分從計畫工作範疇界定、資源分析與評估模

式建立，以及生態評估及執行成果等三個階段逐步進行，以達成計畫目標。 

在計畫工作範疇界定上，本研究團隊首先透過對計畫緣起之瞭解，初步掌握

整體研究方向。其次，經由研究動機與目的之確立、研究團隊任務分工與聯繫，

以及計畫工作進度與整合等工作規劃過程，以界定整體研究之範圍與順序。 

在資源分析與評估模式建立上，本研究團隊同步進行環境背景資料分析及工

程設施評估模式建立兩大項工作。在環境背景資料分析工作上，進行陽明山國家

公園園區各遊憩區之環境背景文獻蒐集及現地影像紀錄，以及國內外相關生態工

法案例之蒐集與分析。在工程設施評估模式建立工作上，以問卷調查法經由專家

學者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各處室同仁修訂，建立本研究之生態工法評估指

標；此外，並透過照片評估法及專家座談會，進行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評鑑與建

議。 

在生態評估及執行成果上，本計畫將經由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遊憩區工程設

施之生態評估基礎資料之調查與建立，藉以評定各遊憩區主要工程設施是否符合

生態工法，以及提供符合生態工法施工之參考圖樣，最後完成本研究報告書，並

提供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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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定進度 

本研究計畫工作執行期限，自2004年6月1日起至2004年12月20日完成，

共計7個月。本計畫工作項目，以桿狀圖形之進度表（詳參表 3-1）表示，並訂

定各項工作權重及標示每月工作進度百分比。 

表3-1、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計畫預定工作進度表 

2004年 
工作項目 比

重% 

進
度% 

年 

月 6 7 8 9 10 11 12 

       
1、環境背景資料 
蒐集與分析 

20 
累計
進度 

20 40 60 80 100   

       2、遊憩區工程設施之
評估模式建立 

20 
累計
進度 

20 40 60 80 100   

       3、進行生態評估調查
及資料分析 

20 
累計
進度 

   40 70 100  

       4、評定工程設施 
是否符合生態工法 

15 
累計
進度 

    30 60 100 

       5、提供符合生態工法
施工之參考圖樣 

15 
累計
進度 

     50 100 

       
6、提出結論與建議 10 

累計
進度 

      100 

合   計 100 
累計
進度 8 16 24 40 59 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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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工作方法 

本研究依計畫目的及內容，規劃擬定執行步驟計有：（1）蒐集陽明山國家公

園各遊憩區之主要工程設施之環境使用狀態，進行現場實地勘查記錄，並做影像

記錄；（2）蒐集國內外生態工法案例，並蒐集生態工法基本圖；（3）擬定及修訂

工程設施的生態工法評估指標；（4）照片評估法；（5）評定各遊憩區之主要工程

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6）對目標主體工程設施提出建議，並提供符合生態工

法之設計與施工圖樣。茲將六大步驟之工作方法，說明如后。 

一、環境背景資料分析 

為瞭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各遊憩

區之主要工程設施之環境使用狀

態，本研究從環境背景資料之蒐集

與分析著手進行。在環境現況蒐集

及紀錄上，本研究將對各遊憩區之

主要工程設施進行現場實地勘

查，並瞭解它們的空間位置，同時

蒐集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工程設施

相關之生態環境之空間分布及時

序變化。另外，本研究做電子影像

記錄，以作為相片評估法之基礎。 

綜合工程設施的空間位置、現

場實地勘查記錄、蒐集之環境背景

資料及電子影像記錄，對各工程設

施的資料整合，以做整體評估，以

評估工程設施對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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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國內外生態工法案例及生態工法基本圖 

本研究將蒐集國內外生態工

法案例及生態工法基本圖，在國內

研究報告方面，本研究團隊已有林

信輝（2003）、謝瑞麟和林鎮洋

（2004）、陳秋楊等（2004）和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生態工法基

本圖等；在國外研究報告方面，本

研究團隊有 Rutherfurd et al. 

（2000）、Georgi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ommission （2000）、River 

Restoration Center（2002）等。 

本研究將持續蒐集國內外生態工法案例及生態工法基本圖，並整理出適合陽

明山國家公園的生態工法設計，在生態環境評估進行之後，提出建議。 

三、擬定工程設施的生態工法評估指標  

本生態工法評估指標依階

層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建立，將先研

提指標系統和指標項目，再建

立指標系統層級，經由專家修

正評估指標。 

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

工法之評估，本研究團隊首先

蒐集相關資料，以腦力激盪方

式，擬出生態工法需要評估的

項目，並以生態、景觀、遊憩、

遊憩 

景觀 

生態 水土 

設施 

教育 

圖 3-2、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工法評估指標系統 

之六個群組評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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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設施和水土六個群組（圖 3-2）為指標向度，以利國家公園內生態工法之

評估。此指標系統的發展，再經由專家學者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各處室協助

修訂後運用。 

四、照片評估法 

工程設施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可經由相片來評估，攝影時會含括工程設施的各

角度及其鄰近之環境，其優點為可以隨時檢閱，同時可查詢蒐集到的生態環境背

景資料，進行多次評估。在實施照片評估法時，將利用評估指標系統進行評鑑。 

五、評定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 

運用本計畫建立之生態工法評估指標，並透過專家顧問會議，來評估目標主

體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並提出綜合評鑑意見，

以供後續改善措施之參考。 

六、提出結論建議及生態工法施工圖樣 

依據對各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生態評估，和國內外所蒐集之生態工法案例，

並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特性，和各工程設施之用途與環境，將對不符生態工法之

工程設施，提出改進之建議，並提出符合生態工法之設計與施工圖樣。 



第四章 計畫工作成果 

�[WC__ET]:\WC04ET--WC041210--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末報告 by 汪靜明教授v17ok.doc 19 

第四章  計畫工作成果 

第一節  計畫工作紀要 

� 2004.06.01（二）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華生態資訊協會汪

靜明理事長主持「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計畫。 

� 2004.06.01（二）本計畫主持人汪靜明教授及研究團隊人員赴陽明山管理處進行

本研究計畫期初簡報。 

� 2004.06.18 （五）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營陽工字第 0936000961

號函，檢送本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合

約書至中華生態資訊協會。 

� 2004.06.18 （五）中華生態資訊協會檢送生資第 010號函至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請協助本研究團隊人員隊進入生態保護區進

行相關研究。 

� 2004.07.05（一）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營陽保字第 093000405號

函，檢送本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需進

入生態保護區相關證明至中華生態資訊協會。 

� 2004.07.18（一）本計畫研究團隊人員於進行本計畫第一次 AHP問卷設計會議，

並完成 AHP問卷之六大評估指標初稿。 

� 2004.07.19（一）蒐集國內外生態工法相關案例及圖片，包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的生態工法基本圖。 

� 2004.08.08（一）本計畫研究團隊人員於進行本計畫第二次 AHP問卷設計會議，

並完成 AHP問卷調查之初稿。 

� 2004.08.15（一）規劃本計畫設計之 AHP問卷，請專家學者進行修訂，以期更加

完善。 

� 2004.09.03（一）本研究團隊人員進行整理相關文獻資料並編製本計畫第一次期

中報告。 

� 2004.09.07（二）本研究團隊人員進行本計畫目標主體工程設施現勘，範圍主要

為擎天崗景觀區，針對其步道、車道、停車場、衛生服務設施、

區域排水設施等進行調查。 

� 2004.09.07（二）本研究團隊人員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郭育任教授協助本計畫 AHP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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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9.07（二）本研究團隊人員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課協助本計畫目

標主體工程設施基本資料，並於 2004.9.28（二）收到工程設

施基本資料。 

� 2004.09.16（四）本研究團隊人員請黃朝恩、吳建興與林金德三位專家協助修訂

本計畫 AHP問卷設計。 

� 2004.09.24（五）本研究團隊人員檢送生資字第 013號函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請協助安排辦理期中報告相關事宜。 

� 2004.09.29（三）本研究團隊人員進行本計畫主體工程設施現勘，本次調查範圍

包含擎天崗、二子坪、小油坑、大屯自然公園、菁山露營場、

冷水坑。 

� 2004.10.19（二）本計畫主持人汪靜明教授及研究團隊人員依營陽工字第

0930006417號函開會通知赴陽明山管理處進行本次期中報告會

議。 

� 2004.10.19（二）中華生態資訊協會接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工務建設課提供

「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撰寫格式範例」乙份。 

� 2004.10.19（二）本研究團對於期中簡報結束後，發放本研究計畫之 AHP效度問

卷至陽管處各單位同仁，請陽管處各單位同仁協助 AHP效度問

卷之修改及填寫。 

� 2004.10.22（五）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營陽工字第 0936001845號

函，檢送本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中

簡報會議會議記錄乙份至中華生態資訊協會。 

� 2004.10.25（一）本研究團隊人員針對期中簡報會議內容進行討論，初步結論將
二子坪親水設施、各橋樑增加至本計畫研究評估範圍。 

� 2004.11.05（五）本研究團隊人員針對本計畫設計之「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遊憩

區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進行討論及修改。 

� 2004.11.10（三）本研究團隊蒐集國內外生態工法相關案例及圖片，並整理相關

文獻資料。 

� 2004.11.18（四）本研究團隊人員規劃本研究計畫生態工法專家顧問會議日期及

與會專家學者，草擬邀請專家學者名單及會議議程。 

� 2004.11.22（一）本研究團隊人員進行整理相關生態工法文獻資料及專家評鑑表

等資料並編製本計畫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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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5（四）本研究團隊人員規劃12月陽明山現勘行程，並與本研究計畫承

辦人確認收回AHP效度問卷之時間。 

� 2004.12.02（四）本研究團隊人員進行本計畫目標主體工程設施現勘，範圍主要

為二子坪親水設施、菁山露營場之溪橋、冷水坑遊憩區之菁山

吊橋、大屯自然公園及龍鳳谷硫磺谷區，針對其步道、車道、

停車場、衛生服務設施、區域排水設施等進行調查。 

� 2004.12.02（四）本研究團隊收回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各單位同仁協助修改

及填寫 AHP效度問卷，共回收 7份問卷。 

� 2004.12.02（四）本研究團隊人員檢送生資字第 018號函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請協助安排辦理期末報告相關事宜。 

� 2004.12.06（一）本研究團隊人員確定2004.12.08（三）召開本計畫生態工法專

家顧問會議，並通知與會各專家學者參與。 

� 2004.12.08（三）本研究團隊進行本計畫之生態工法專家顧問會議，邀請之專家

有本計畫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汪靜明教

授、台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鄭光炎教授、文化大學景觀學

系郭育任教授、亞新工程顧問公司林金德經理、觀察家生態顧

問公司黃于玻負責人、林業技師邱健介先生、水土保持局第一

工程所莊棋凱技佐、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葉品妤秘書長、昶興

營造公司戴興源總經理及中華生態資訊協會林文源執行秘書，

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目標主體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之設計進

行討論。 

� 2004.12.09（四）本研究團隊人員針對2004.12.08（三）專家顧問會議結論進行

彙整與分析，並納入本計畫之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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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程設施基礎資料建立 

為進行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現地環境資料建立及生態評估，本研究團隊人員已完

成五次現勘調查（2004.9.1、9.7、9.29、10.7、12.2），以瞭解陽明山國家公園遊憩

區內工程設施之構造物、道路系統（含車道系統、步道系統及生態廊道設施）、景觀

設施（含綠化設施）、排水系統、護坡設施、解說牌、標誌等現況。 

本計畫建立之工程設施基礎資料，主要以影像紀錄進行，俾便做為本研究照片評

估法之參考，並提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後續使用。在資料蒐集範圍上，主要包含

目標主體工程設施所在之擎天崗景觀區、二子坪遊憩區及其親水設施、小油坑遊憩

區、大屯自然公園、菁山露營場及其溪橋、冷水坑遊憩區、龍鳳谷硫磺谷區等遊憩區。

在紀錄方式上，透過本研究團隊設計之目標主體工程相片評估之拍攝重點確認表（表

4-1），進行遊憩區內工程設施之生態圖像紀錄，再於研究室內轉化為生態電子圖檔，

以建立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現地環境資料。茲將工程設施基礎資料，依遊憩區位置簡

要說明，並將影像縮圖摘附如后。 

� 擎天崗景觀區： 

遊客服務中心、觀景台全景、停車場標示系統、車道鋪面材料、衛生服務設施及

相關省水省電裝置、區域排水設施、無障礙設施步道、解說中心、解說設施、遊

客進出情形。 

� 冷水坑遊憩區： 

遊客服務中心、停車場全景、無障礙設施步道之鋪面材料、標示系統、區域排水

設施、電話亭等。 

� 人車分道冷水坑至絹絲瀑布入口段步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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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本研究團隊進行目標主體工程相片評估法拍攝重點確認表（1/3）－（    ）站 

單 元 名 稱 類    型 內     容 

一、車道 ¨ 一般車道 
¨ 透水性車道 

¨ 車道全景、鋪面材料 
¨ 不同車輛、遊客進出情形 
¨ 標示系統 
¨ 區域排水設施 
¨ 夜光照明設施 

二、汽車停車場 

機車停車場 

腳踏車停車場 

¨ 柏油停車場 
¨ 植草磚停車場 

¨ 停車場全景、鋪面材料 
¨ 不同車輛、遊客進出情形 
¨ 標示系統 
¨ 區域排水設施 
¨ 遊客使用停車場情形 
¨ 夜光照明設施 

三、步道 ¨ 木棧道 
¨ 塊石步道 
¨ 土路步道 
¨ 框架級配步道 

¨ 步道全景、鋪面材料 
¨ 不同遊客進出情形 
¨ 標示系統、解說設施 
¨ 警告標誌、遊客需知 
¨ 區域排水設施 
¨ 遊客使用步道場情形 
¨ 相關安全設施 
¨ 環保處理設施 
¨ 無障礙設施 

四、衛生服務設施 ¨ 一般廁所 
¨ 無障礙廁所 

¨ 衛生服務設施全景及 
   建築物材料 
¨ 採光設施 
¨ 無障礙步道、廁所 
¨ 相關省水設施 
¨ 相關安全設施 
¨ 相關省電設施 
¨ 環保處理設施 

五、觀景台 ¨ 木材建築 
¨ 水泥建築 

¨ 觀景台全景、使用材料 
   及安全性 
¨ 相關安全設施 
¨ 結構物外部材料 
¨ 底部構造 
¨ 遊客使用觀景台情形 
¨ 夜光照明設施 
¨ 生態廊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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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本研究團隊進行目標主體工程相片評估法拍攝重點確認表（2/3）－（    ）站 

單 元 名 稱 類    型 內     容 

六、遊客服務中心  ¨ 遊客服務中心全景 
¨ 相關安全設施（如避雷針） 
¨ 結構物材料 
¨ 相關監測設施（如溫度顯示） 
¨ 遊客使用服務中心情形 
¨ 相關環境維護設施 
¨ 電子訊息跑馬燈 
¨ 標示系統 

七、涼亭 ¨ 木材建築 
¨ 水泥建築 

¨ 涼亭全景 
¨ 結構物材料 
¨ 相關監測設施 
¨ 遊客使用涼亭情形 
¨ 相關環境維護設施 
¨ 夜光照明設施 
¨ 無障礙步道 
¨ 標示系統 

八、解說中心  ¨ 解說中心全景 
¨ 結構物材料 
¨ 遊客使用解說中心情形 
¨ 解說設施 
¨ 標示系統 
¨ 無障礙步道 
¨ 標示系統 
¨ 採光設施 

九、急難救助設施  ¨ 急難救助設施全景 
¨ 遊客使用急難救助設施情形 
¨ 標示系統 
¨ 相關環境維護設施 
¨ 使用說明標示、遊客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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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本研究團隊進行目標主體工程相片評估法拍攝重點確認表（3/3）－（    ）站 

單 元 名 稱 類    型 內     容 

十、生態廊道  ¨ 生態廊道全景 
¨ 相關安全設施（如護網） 
¨ 結構物材料 
¨ 相關監測設施（如紅外線監測） 
¨ 動物使用生態廊道情形 
¨ 相關環境維護設施 
¨ 夜光照明設施 
¨ 解說設施 
¨ 標示系統 

十一、橋樑 ¨ 木材建築 
¨ 水泥建築 
¨ 石材建築 
 

¨ 橋樑全景 
¨ 結構物材料 
¨ 相關監測設施 
¨ 遊客使用橋樑情形 
¨ 相關環境維護設施 
¨ 夜光照明設施 
¨ 無障礙步道 
¨ 標示系統 

十二、親水設施 ¨ 水泥建築 
¨ 石材建築 
 

¨ 親水設施全景 
¨ 結構物材料 
¨ 遊客使用親水設施情形 
¨ 相關環境維護設施 
¨ 解說設施 
¨ 夜光照明設施 
¨ 無障礙步道 
¨ 標示系統 
¨ 相關監測設施 
¨ 相關省水設施 
¨ 相關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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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油坑站遊憩區 

停車場全景、遊客使用停車場情形、區域

排水設施、衛生服務設施、環保處理設

施、殘障步道全景及使用之鋪面材料與相

關安全設施（如避雷針）。 

� 二子坪遊憩區 

遊客服務中心、車道鋪面材料、停車場全

景、二子坪步道、木棧道使用材料、標示

系統、解說設施及親水設施等。 

� 菁山露營場 

休閒遊憩設施之使用材料及安全性、步道

及停車場鋪面材料、解說設施與標示系統

及溪橋等。 

� 生態廊道相關設施 
  （動物穿越涵洞） 

� 龍鳳谷、硫磺谷遊憩區 

遊客服務中心、車道及步道鋪面材料、停車場全景、標示系統、解說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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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景觀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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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擎天崗景觀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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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小油坑遊憩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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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自然公園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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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二子坪遊憩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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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二子坪遊憩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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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冷水坑遊憩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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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冷水坑遊憩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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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龍鳳谷硫磺谷遊憩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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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龍鳳谷硫磺谷遊憩區 
現地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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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程設施評估模式建立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憩區內設施眾多，為符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優先考量之主

要工程設施，本研究團隊人員於 2004.09.07（二）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主體工

程設施之特色與工務課韓志武課長及承辦人劉嘉

仁先生進行協商討論之後，主要以遊憩區內車

道、步道、停車場、無障礙設施、遊客服務站及

護坡等工程設施進行調查；此外，依照本計畫期

中簡報會議之會議紀錄，增設配合調查設施。因

此在工作範疇界定上，本計畫之目標主體工程設

施（詳參圖4-1）為：車道（普通車道、透水車道）、

停車場（柏油停車場、植草磚停車場）、步道（塊

石步道、木棧道、框架級配步道）、護坡（擋土牆、

植生護坡）、無障礙設施（無障礙步道、無障礙?

所）、配合調查設施（生態廊道、溪橋及親水設施）

等六類十四項設施。 

在工程設施評估模式上，本計畫係以問卷調查法經由專家學者及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各處室同仁修訂，建立本研究之生態工法評估指標；此外，透過照片評估法及

專家座談會，進行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評估與建議。因此，本研究團隊依實務經驗及

流程可行範疇，統合工作範疇界定、評估指標建立、評估及執行成果等三階段，規劃

及建立工程設施評估模式流程（詳參圖 4-2），並據以評估本計畫之目標主體工程設

施。茲將工程設施評估模式之操作內容，重點摘要說明生態工法評估指標設計過程、

評估指標架構、評估指標內涵，以及工程設施評鑑表之運用。 

1、生態工法評估指標設計過程 

本生態工法評估指標以分析階層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進行評估，首先經由專家焦點團體訪談，研提指標系統和指標項目，建立指標系統層

級。因此，本研究期望藉此專家問卷，倚重專家學者在相關領域之專業素養，對於陽

明山國家公園園區之主要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之評選，來認定及篩選出重要之

考量因素，期使所建立之評估體系架構能更為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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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遊
憩
區
目
標
主
體
工
程
設
施 

1、車道 
1-1、普通車道 

1-2、透水車道 

4、護坡 
4-2、植生護坡 

4-1、擋土牆 

2、停車場 
2-1、柏油停車場 

2-2、植草磚停車場 

5、無障礙設施 
5-1、無障礙步道 

5-2、無障礙廁所 

圖 4-1、陽明山國家公園目標主體工程設施結構圖 

3、步道 3-2、木棧道 

3-3、框架級配步道 

3-1、塊石步道 

6、配合調查設施 

6-1、生態廊道 

6-2、溪橋 

6-3、親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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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工法研究之工程設施模式流程圖 

工 

作 

範 

疇 

界 

定 

評 

估 

及 

執 

行 

成 

果 

評 
 
 估 
 
 指 
 
 標 
 
 建 
 
 立 

 

� 生態工法文獻彙整與分析 
� 進行專家焦點訪談，以初擬評估指標架構 

� 專家學者委員名單擬訂 
� 研究團隊任務分工與聯繫 

工  作  規  劃 

 

� 確認工作範圍，如本團隊與陽管處承辦課確
認車道、步道、停車場、衛生服務設施、無
障礙設施、護坡、配合調查設施等目標工程 

工作範圍實地現勘 

生態工法評估指標研擬 

 
 

� 進行評估指標架構、指標項目架構設計 

� 2進行指摽項目定義、分析階層程序法
（AHP）效度分析問卷設計 

評估指標項目設計  

� 進行AHP問卷草案修訂 
� 會請專家學者進行評估指標項目修訂 

評估指標項目修訂 

 
�完成本計畫遊憩區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
家評鑑表初稿 
�完成本計畫遊憩區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
家評鑑表（詳見表4-1） 

目標主體工程設施生態工法評鑑

 
� 如於台師大分部行404進行遊憩區主體工
程生態工法專家顧問會議，以照片評估法
進行陽明山國家公園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之
評鑑及建議 

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會議 

 
 
� 專家學者評估、建議資料彙整及分析 
� 完成目標主體工程設施生態工法之評估 
� 完成報告書，提出結論及建議 

評估資料分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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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操作上，本研究計畫規劃設計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評估指標，首

先係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汪靜明教授、南華大學通識中心王一匡助理

教授、林業技師邱健介先生、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黃于玻負責人及中華生態資訊協會

林文源執行秘書等學者專家，共同參與工程設施生態評估指標系統及指標項目之建立

及AHP校度分析問卷設計。之後，為考量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景觀與遊憩特性，特邀請

文化大學景觀學系郭育任教授，協助指標項目修訂及 AHP校度分析問卷方法之指導工

作。在AHP校度分析問卷初稿完成後，針對問卷內容之生態工法評估指標項目，再送

請台北縣農業局吳建興副局長、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黃朝恩教授、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林金德經理等專家學者進行工程設施生態評估指標系統及指標項目修訂。 

2、生態工法評估指標架構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與性質，經由國家公園生態工法相關文獻回顧，參酌陽明

山國家公園園區工程設施之現況，先行以明細表法（check list）進行相關因素的綜

合歸納，再以主觀衡量技術進行評估因素之初步篩選與過濾，得到初步的評估考量階

層之六個群組（參圖4-3） 

圖 4-3、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工法評估指標系統 

 

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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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 

本研究計畫設計之生態工法

評估指標係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

第09300309610號函進行修訂，並

依生態工法施做之目的與功能歸

類為生態、水土、設施、景觀、教

育、遊憩等六大群組及卅一項指標

內涵（參圖 4-4），茲將生態工法

評估指標及內容說明條列如后。 

 

（1）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工法之精神，需以生態
為基礎，因此遊憩設施週遭之自
然環境（理化及生物）及人文環
境等生態基本資料，有助於該區
施行生態工法之參考。 

（2）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監測的執行，有助
於適時瞭解當地生態演替的情
勢，並掌握工程設施興建前中後
的生態環境狀況。 

（3）生態環境維護 

編制相關人員，從事維護設
施週遭環境，有助於減少遊客對
環境造成的衝擊。 

（4）生物多樣性 

豐富度與均勻度等的觀
測，保持開發前、中、後的生物
多樣性穩定及整體生態系統的
平衡。 

圖 4-4、生態工法評估指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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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態棲地完整性 

連接四周自然環境地區之廊道，可引導
生物安全通過到達相鄰生態系統環境。 

（6）區域排水 

指設施地區導水排水的功能，勿使產生
窪地積水及漫流侵蝕之現象。 

（7）土地開發適宜性 

指某一類土地對某一特定用途的適合
程度，以不違反相關法令為基準。 

（8）縱向坡度 

縱向坡度係指設施區域之地表傾斜
度，一般坡度在5%以內者視為平坦地，坡度
在40%以上者不宜做為設施用地。 

（9）設施透水性 

透水性舖面對生態、環境及洪旱災，甚
至對集水區、都會區之永續發展，具有相當
大的影響，致使設施透水性愈來愈受重視。 

（10）邊坡穩定 

邊坡穩定之分析與處理為土地開發極
重要之一環，考量設施在施工時是否先進行
植生基礎處理，包括擋土、排水、打樁編柵
或格框等，再進行植生方法。 

（11）植被覆蓋度 

覆蓋度適當，景觀優美，也有提供庇蔭
的效果，同時也能避免過度開發，一舉兩得。 

（12）生態設計 

在每一個過程中都考慮到環境，包含對
生命週期的考量，並將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
衝擊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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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設施安全性 

重視遊憩設施的娛樂性和趣味
性，並考量設施本身的構造和安全係
數。 

（14）設施維護管理 

考慮設施維護的難易、成本高低。 

（15）整體規劃配置 

例如：設施配置位址、設施維護、
安全管理、解說服務、水土保持、景觀
建築等納入考量。 

（16）使用正當性 

以不超過環境承載量或能維持此
區域之生態系統穩定為基礎，而進行其
設施的有效運作。 

（17）工程施工品質 

針對設施施工所使用材料做定時
抽檢及施工的管理制度，來確保設施的
品質 

（18）環境協調性 

遊憩設施的本身不破壞當地自然
環境之景觀，並能夠融入當地的環境之
中，不影響當地景觀環境之協調性。 

（19）設施融合性 

如設施的量體、色彩及材質與環境
的融合度等。遊憩工程設施能夠採用當
地環境之中的材料來作為遊憩工程設
施的的建材，以達到就地取材和因地制
宜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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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原生植物 

原生植物為構成當地自然景觀的指標性物種，可表現出當地的自然景觀環境是
否遭受破壞。 

（21）景觀豐富度 

由生物和非生物所構成，可表現當
地景觀的複雜度。 

（22）教育資源運用 

學校教師或遊客知道運用園區遊
憩設施內的生態導覽系統及相關摺
頁，來瞭解陽明山的生態環境。 

（23）環境教育規劃 

透過專業人士設計相關環境教育
課程，提供園區的解說人員、一般遊客
認識環境，進而培養環境素養。 

（24）社區人員參與 

陽明山臨近社區居民進行生態工
法推動的參與度與認同度，是後續生態
工法推動的重要參考指標。 

（25）解說指引 

遊憩設施之主體及週遭，設有自導
式生態解說牌，以方便遊客增加新知及
提升生態素養。 

（26）成本及效益分析 

園區內遊憩環境可能遭到遊客或
自然破壞，分析其維護成本及效率，有
助於規劃園區內各區遊憩之類型及頻
率。 

（27）遊客安全 

遊具本身是否符合 ST安全標準，
且應對遊客提供適度之安全衛生防護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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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遊憩使用度 

園區內各種活動應有適當之使用度，可避免遊客過度集中於某一些特定活動或
場所，有效利用園區之空間。 

（29）標示系統 

園區內動線規劃是重要的，完善的標示系統可以提供遊客完整資訊，俾便遊客
能順利到達其所希望之
目的地。 

（30）急難救助設施 

醫療站、緊急聯絡電
話或服務台是園區內之
必要設施，可降低遊客於
園區所遭受之傷害或提
供緊急之救助服務。 

（31）遊客滿意度 

遊客對設施使用的
滿意程度，是遊憩設施設
置的主要目的之一，藉由
遊客的滿意度可表達出
遊憩設置的優劣程度。 

 

4、工程設施評鑑表之運用 

本計畫綜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之工程建設資料，以及本研究團隊紀錄之

生態影像，整合生態工法評估指標，設計符合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生態工法評鑑表，即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表4-2），提供各領域

專家學者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設施進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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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1/2） 

類
型 

*-* 主體工程設施 

示
例
地
點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規劃目的  

施工材料  

建設功能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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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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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目標主體工程設施評鑑與建議 

本研究團隊為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之

設計，係運用相片評估法，規劃設計「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

專家評鑑表」，以進行工程施評鑑與建議。 

本 研 究 團 隊 人 員 於

2004.12.08（三）召開本計畫

研究之「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

生態工法之研究」專家顧問會

議，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詳

參附錄三），包括生態領域專

家（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

究所汪靜明教授、觀察家生態

顧問公司黃于玻負責人）、水

土領域專家（亞新工程顧問公

司林金德經理、水土保持局第

一工程所莊棋凱技佐）、設施

領域專家（台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鄭光炎教授）、景

觀領域專家（林業技師邱健介先生、昶馨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戴興原經理）、教育領域專家（中華生態資訊協會林

文源執行秘書、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葉品妤秘書長）及

遊憩領域專家（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郭育任教授）針

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

工法之設計進行評鑑。 

本研究團隊人員於專家顧問會議後，進行各專家學

者評鑑意見資料彙整與分析，並綜合各專家學者評鑑意

見，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設計提出相關改善建

議及生態工法參考圖資料。茲將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設施評鑑結果（詳

參表 4-3至 4-16）、工程設施現況及生態工法建議參考圖例（詳參圖 4-5至 4-30），

表示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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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普通車道，1/2） 

類
型 

1-1 普通車道 

示
例
地
點 

擎天崗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87 

規劃目的 提供人車通往擎天崗 

施工材料 瀝青混凝土 

建設功能 瀝青混凝土鋪之面強度可適用於交通量較高之道路，提供各式車輛運輸功能。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眾多，其中不乏利用機車遊憩，若土地面積容許之下，

可於車道側規劃設計機車專用道，在鋪面材料上宜採用透水性鋪面（以不

影響生態、地形地貌為原則）。 

2、車道旁枯或不良植株宜移除或換植，加強整體景觀之維護。 

3、植生工程未來之發展與營造，宜配合當地草原生態系統，栽植低矮性的原

生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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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普通車道，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此普通車道較符合本計畫之水土、設施及遊憩等生態工法評估指標。 

2、車道兩旁未使用護欄，符合生態工法減法之原則。 

3、車道兩旁標示系統簡單明瞭，方便遊客遊憩使用可增加遊客滿意度。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傳統瀝青鋪面之強度雖高於透水性鋪面，可適用於交通量較高之車道，但減低其

將於雨水還原於地下之功能。 

2、道路之建設，易造成棲地的碎裂化，形成動物遷移之障礙。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建議在交通承載量較低之車道，可將現有柏油鋪面材料改為透水性鋪面材料，即

指透水性良好，孔隙率高之材料使用於道路之面層及基底層，使雨水可透過路面

直接滲入路基，具有補助與涵養地下水之功能。 

2、車道兩旁宜設置緩衝帶（如草地、碎石地）以降低路面逕流及增加水質淨化功能。 

3、車道旁工程建設之殘渣，宜以清除，避免影響緩衝區植物之生長。 

4、道路兩旁盡量減少護欄的設置，若基於遊客安全的考量上，有其設置之必要，可

考慮採取其他替代方式（如圓石）。 

5、路旁的排水設施，可考慮採取草溝排水。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車行道透水鋪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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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擎天崗草原景觀區入口普通車道，鋪面材料為瀝青混凝土，能提供較高交通承載量。 

 
4-5.2擎天崗草原景觀區停車場入口車道，圖中道路旁設有區域排水及人行道設施。  

 
4-5.3百拉卡公路普通車道，車道旁設有區域排水設施，且以木樁保護植生護坡。 

 
4-5.4擎天崗草原景觀區普通車道，道路旁設有區域排水設施，並於道路路旁保留當地原生物種。 

 
4-5.5擎天崗草原景觀區入口普通車道旁的植草磚停車場，提供遊客之車輛停放。  

 
4-5.6擎天崗草原景觀區停車場入口車道指示標示，圖中道路旁設有機車停車場。  

圖 4-5、普通車道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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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普通車道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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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透水車道，1/2） 

類
型 

1-2 透水車道 

示
例
地
點 

二子坪遊憩區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92 

規劃目的 利用碎石級配鋪設路面以達與周邊生態環境協調效果 

施工材料 碎石級配、土壤、營建材料 

建設功能 
w 可增加土壤的保水性，有涵養地下水的功能。 

w 可減輕區域排水管道的負擔。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可加強路邊及橫向排水設施，以免級配路面被雨水逕流所沖刷，且級配路

面需定期維護。 

2、施工材料的材質、耐壓性與摩擦力宜納入考量。 

3、碎石鋪面設施在施工完成後，宜將後續維護管理及保養納入考量，使其能

維持原碎石級配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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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透水車道，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在環境協調性方面，利用碎石級配鋪設路面以達與周邊生態環境協調效果。 

2、車道兩旁的原生樹種，具有良好的遮陽效果，可增加遊客滿意度。 

3、車道旁設有無障礙步道，可提供行動不便之遊客行走。 

4、因鋪面強度較弱，故設置禁止牌，禁止重型車輛進入，避免不當使用，造成結構

破壞。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在規劃排水方面，土壤雖具有保水性，但當下大雨時，路面會有積水現象，可能

會造成遊客遊憩使用不便。 

2、路旁排水溝入水口高度高於路面，無法達到排水設施應有之功效，應加以改善。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考量路面透水性，並增設排水系統，以避免路面積水，建議路面須定時維護，避

免遊客使用之不便。 

2、若要設置夜間照明設施，可使用與昆蟲感光頻率不同的高壓納氣路燈，以避免趨

光性之昆蟲聚集於道路；照明設施之高度不宜過高。 

3、可考慮將碎石級配與排水設施做結合可提供良好的導排水功能；若能增加土壤材

料可兼具保水功能但須注意材料的控配及路面積水的避免。 

4、級配路面宜加強地被植生，以確保水土保持。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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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二子坪遊憩區入口透水車道，其鋪面材料為碎石級配，可增加土壤的保水性。 

 
4-7.2二子坪遊憩區透水車道，其車道目的地為二子坪親水設施。 

 
4-7.3二子坪遊憩區透水車道，車道旁設有指示標示設施，清楚說明車道與目的地之距離。 

 

4-7.4二子坪遊憩區入口透水車道，透水車道路旁保留原生物種。 

 

4-7.5二子坪遊憩區透水車道，可看出透水車道路旁設有區域排水設施，其材料為混凝土及石材。 

 

4-7.6二子坪遊憩區透水車道，透水車道路旁設有無障礙步道，可提供身心障礙人士使用。 

圖 4-7、透水車道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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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柏油停車場，1/2） 

類
型 

2-1 柏油停車場 

示
例
地
點 

小油坑遊憩區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89 

規劃目的 提供遊客車輛停放 

施工材料 瀝青混凝土 

建設功能 以瀝青混凝土為主要材料，可提高強度，提供大型車輛停放。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評
鑑
意
見 

1、未來陽明山國家公園遊憩區，若有新規劃設置之停車場或須進行修繕時，

建議在鋪面材質可使用透水鋪面（如植草磚鋪面），但已既有的停車場先不

做變動只需做簡易維護即可。 

2、停車場周邊綠地環境的高度應低於停車場鋪面高度，以利導引地面逕流進

入綠地進行滲透。 

3、建議停車場周遭環境盡量自然化，（如拆除路緣石使用石材作為車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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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柏油停車場，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在安全性考量上，柏油停車場鋪面之強度高於植草磚鋪面停車場，較適用於交通

量高或特殊大型車輛停放之停車場。 

2、在遊憩使用度及遊客滿意度上，停車場設有身心障礙人士專用停車格及無障礙步

道，可增加遊客遊憩滿意度。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柏油停車場鋪面之強度雖高於植草磚鋪面停車場，可供各式車輛停放，但減低其

補注與涵養地下水之功能，增加地下排水管道負擔。 

2、在環境協調性上，其周圍雖有植栽草皮，但大部分面積為柏油鋪面材料所構成，

且缺乏大、中型樹木，因而降低樹蔭遮陽及美化環境之功能。 

3、周圍植栽草皮綠地高度高於停車場鋪面，不利地面逕流進入綠地進行滲透。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在後續停車場的規劃設置上，可將柏油鋪面停車場改為植草磚停車場，如此可減

少地表水的逕流並增加入滲量，具有水土保持功能。 

2、需定時巡查及清洗，以維護停車場周遭之環境，並檢查鋪面強度，以保護遊客行

車之安全。 

3、停車場周圍排水設施可採用草溝、透水溝或滲透性邊溝。 

4、規劃停車場部分空間植栽當地樹種，以改變棲地環境之微氣候。 

5、停車場周圍環境可規劃緩衝綠帶以隔離不良視線。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郭瓊瑩  2001  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  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景

觀學會  3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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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小油坑遊憩區柏油停車場，其鋪面材料為瀝青混凝土，停車場旁設置區域排水設施及路緣石。 

 
4-8.2小油坑遊憩區柏油停車場鋪面材料為瀝青混凝土，其鋪面強度一般大於透水性車道鋪面。 

 
4-8.3小油坑遊憩區柏油停車場，可清楚看出停車場面積大小及其與環境結合高低。 

 
4-8.4小油坑遊憩區柏油停車場之身心障礙人士專用停車格，停車格旁設置區域排水設施。 

 
4-8.5小油坑遊憩區柏油停車場之區域排水設施，其主要材料為混凝土及排水溝蓋所構成。  

 
4-8.6小油坑遊憩區柏油停車場，由圖可看出其小型車停車格大小及遊客車輛停放之情形。 

圖 4-8、柏油停車場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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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停車場設置範例圖3-1-1 

 
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停車場設置範例圖3-1-2 

圖 4-9、柏油停車場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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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停車場設置範例圖3-1-3 

圖 4-9、柏油停車場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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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植草磚停車場，1/2） 

類
型 

2-2 植草磚停車場 

示
例
地
點 

擎天崗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96 

規劃目的 提供遊客車輛停放 

施工材料 植草磚 

建設功能 具有良好透水性，且可配合周圍自然環境，增加環境協調性。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評
鑑
意
見 

1、除停車格外，停車場內道路鋪面材料的使用，可採用透水性的鋪面。 

2、身心障礙者專用車位宜預留可供輪椅通過之通道，且與人行車道之間宜無

高度落差，在鋪面材質及鋪設上宜盡量平整。 

3、可考慮增加停車場周遭環境之緩衝綠帶，隔離不良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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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植草磚停車場，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使用植草磚，具有良好孔隙，有利於當地植物生長，並具有水土保持的功能，可

減少土壤表面逕流。 

2、使用透水性良好之鋪面材料-植草磚，可增加環境協調性與綠覆率。 

3、在擎天崗設有身心障礙人士專用停車格及腳踏車停車場，可增加遊客遊憩滿意度。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停車場的管理標誌說明不明確，亦造成遊客行車不便及安全性。 

2、停車場周遭主要以瀝青混凝土為主，雖有部分植栽草皮，但缺乏樹木植栽美化。 

3、除停車格採用植草磚外，停車場內道路鋪面材料使用瀝青混擬土，缺乏透水性。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改善原有停車場管理標誌，明確界定車輛行駛方向及動線。 

2、改善周邊的機車停車場及腳踏車停車場之鋪面材料，宜以植草磚或透水性良好之

連鎖磚，取代原有混凝土鋪面。 

3、可加強草皮的養護以增加綠意。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郭瓊瑩  2001  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  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景

觀學會  3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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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擎天崗景觀區植草磚停車場透水性高於一般柏油停車場，且設有輪阻，避免傷害周遭植栽。 

 
4-10.2擎天崗景觀區植草磚停車場之身心障礙人士專用停車格，且設置區域排水設施。  

 
4-10.3二子坪遊憩區植草磚停車場，可看出其鋪面材料為植草磚，且設置輪阻以維護草皮生長。 

 
4-10.4擎天崗景觀區植草磚停車場鋪面材料為植草磚，其植栽草皮生長發育良好。 

 
4-10.5二子坪遊憩區植草磚停車場。由圖中可看出植草磚停車格旁設置排水溝蓋。 

 
4-10.6為另一類型透水性停車場，其透水性鋪面材料為方形植草磚。 

圖 4-10、植草磚停車場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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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停車場設置範例圖3-1-1 

 
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停車場設置範例圖3-1-2 

圖 4-11、植草磚停車場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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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停車場設置範例圖3-1-3 

圖 4-11、植草磚停車場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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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塊石步道，1/2） 

類
型 

3-1 塊石步道 

示
例
地
點 

二子坪遊憩區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92 

規劃目的 為維護周遭自然環境，利用透水性佳之道路鋪面材料，以達到水土保持功效。 

施工材料 塊石、木材、級配石料、草種 

建設功能 
w 增加道路透水性，可達到水土保持之功用。 

w 提供更便捷之步道供登山者使用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本塊石步道設施融合性及環境協調性良好。 

2、在考量遊客遊憩使用安全，塊石步道的鋪面應盡量平整。 

3、設施周遭規劃排水可考慮採用草溝或透水溝排水以維護生態棲地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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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塊石步道，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整體來說，本遊憩設施符合本計畫之生態、水土、設施及遊憩生等生態工法評估指標。 

2、在環境協調性方面，以在地石材為材料（如安山岩），與環境結合度高，且較持久

耐用，其承載力及耐磨性高。 

3、石材表面較不積水，雨水可滲透於草皮，利於雨水的入滲。 

4、以石材為材料，經時間的累積可呈現出歷史感等人文特質。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塊石材質表面的特性不一，部分石材於濕度較高地區易生青苔等濕性植物，可能

影響遊客行走安全。 

2、較缺乏解說指引設施（如解說牌）及整體環境教育規劃。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在濕度較高環境，塊石步道設施需定期維護管理，減少青苔之形成，避免因路面

濕滑造成遊客受傷。 

2、在後續的經營管理層面上，可考慮加強環境教育之推廣（如設置自導式解說牌、

解說折頁等）。 

3、可以岩石或喬木植栽來界定步道的區域範圍，並隔離危險區域以維護遊客安全。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郭瓊瑩  2001  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  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景

觀學會  3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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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二子坪遊憩區之塊石步道，由圖可清楚看出其植被生長發育良好，可增加遊客滿意度。 

 

4-12.2擎天崗景觀區塊石步道，其步道旁設有木製材質柵欄，以維護遊客遊憩之安全。 

 

4-12.3擎天崗景觀區塊石步道旁保留當地原生物種，且未設柵欄，符合生態工法之減法原則。 

 

4-12.4二子坪遊憩區之塊石步道，由圖中可清楚看出其植被生長發育良好，整體環境協調性佳。 

 

4-12.5擎天崗景觀區塊石步道，其步道旁以石塊作為柵欄，符合生態工法之因地制宜原則。  

 

4-12.6擎天崗景觀區塊石步道，其步道旁人行步道，組成材料主要為混凝土及石塊為主。 

圖 4-12、塊石步道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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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步道範例剖面圖3-3-1 

 
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步道範例剖面圖3-3-3 

圖 4-13、塊石步道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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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木棧道，1/2） 

類
型 

3-2 木棧道 

示
例
地
點 

大屯自然公園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99 

規劃目的 
提供舒適之木棧道供遊客使用，並因木棧道架高可提供小動物或昆蟲通行，防
止棲地遭人工設施阻斷。 

施工材料 木材 

建設功能 
w 可保留地景特色，木棧道下部空間可提供小動物或昆蟲通行。 
w 可減少對野生動物之衝擊。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木棧道的興建與維修，其木材的來源可考慮使用人工林的疏伐木。 

2、因部分的木棧道有通過水面，若木棧道為避免腐爛在表面所做的防腐處理

（如防腐劑等化學材料的使用），可能會對大屯自然公園內的水域生態環境

造成一定的影響和衝擊。 

3、木棧道設施興建順應當地環境之地形、地勢，減少工程設施對當地環境的

干擾；僅針對經過水面的部分設置護欄（考量遊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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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木棧道，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遊憩設施材料使用自然之原木切割或木材結合之材質，與環境結合度高（設施融

合性），較易引起人們的親切感，並增加遊客滿意度。                          

2、木棧道下方可提供遮陰及庇護，可供給生物遷徙與棲息的空間提升當地生態環境

的生物多樣性。 

3、採用當地材料符合生態工法就地取材之原則，減少對當地地貌之干擾及破壞，維

護生態棲地的完整性。 

4、防止豐富的地被植物，因大量的遊客的通過所造成的干擾。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木棧道之木材材料連結係使用鐵釘，而鐵釘長年累月會有生鏽問題，且鐵釘裸露

於木材之外，可能因遊客使用不當而造成遊客受傷。 

2、油漆顏色（棗紅色）與當地環境景觀不協調，應保持木材之原色為佳。 

3、告示牌雖有警示效果，但須考慮與環境協調性與設施融合性。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木棧道之木材需特別注意防腐處理，故宜經常注意設施的保養及修護，一發現損

壞需立即修理，以免破壞程度趨於嚴重，也可避免遊客遭受傷害。 

2、木棧道的五金材料宜定時維護（如表面保護油漆）或採用木製材料及不銹鋼材質，

以避免對遊客造成傷害。 

3、在木棧道表面防腐處理上，宜避免使用可能對生態環境及生物造成傷害之化學材料。 

4、木棧道之木材宜採用耐腐、抗腐的材質。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木棧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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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大屯自然公園木棧道，圖中之木棧道之材料以木材、石材及混凝土為主。 

 

4-14.2大屯自然公園木棧道，由圖可清楚看出木棧道使用鐵釘進行木材固定之施作。 
 

4-14.3大屯自然公園木棧道，其底部保留空間，為一生態廊道設計，可供動物遷徙或通行使用。 

 
4-14.4大屯自然公園木棧道旁警告標示，且設置急難救助設施，以維護遊客遊憩之安全。 

 

4.14.5大屯自然公園木棧道，圖中木棧道之周遭以石塊鋪設，與環境結合度高。 

 

4-14.6大屯自然公園木棧道，圖中之木棧道目的地為大屯自然公園遊客服務中心。  

圖 4-14、木棧道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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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木棧道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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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框架級配步道，1/2） 

類
型 

3-3 框架級配步道（人車分道） 

示
例
地
點 

冷水坑段至絹絲瀑布 

入口段步道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90 

規劃目的 提供更便捷之步道供登山者使用 

施工材料 木材、碎石級配 

建設功能 
w 可增加土壤的保水性且具有補注與涵養地下水的功能 

w 可有效維持土壤生態系統功能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框架之高度與間距，宜把遊客實際行走的適宜性納入考量，在現有的設施

上，不符合一般遊客的步伐跨距，可能會影響遊客安全及遊客滿意度。 

2、可考慮於框架上直接設置排水孔，增加框架級配步道的排水性，避免造成

積水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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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框架級配步道，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使用當地土石作為材料，不經大量人工琢磨修飾，為成本低之工程。 

2、可增加土壤保水性，具有補注及涵養地下水之功能。  

3、利用當地土石及木材，創造豐富及多樣變化，增加遊客滿意度。  

4、底部設有排水軟管，可避免下雨時造成積水。 

5、此類型步道（框架級配步道）其表面鋪面較為柔軟，可減輕遊客步行之疲勞度。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框架高度之高度可能會妨礙遊客步行，遊客若不慎踢到可能會跌倒受傷，影響遊客安全。 

2、後續的維護管理不易（如排水軟管易堵塞，造成步道積水現象），不符合成本效益分析。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框架內之排水軟管，宜定時維護及保養，以免硬化破碎或堵塞，而影響排水功能。 

2、在環境教育規劃上，可增設解說指引及標示系統，以導引遊客進入框架步道，並

設置解說牌，以增進遊客對框架步道與周遭環境之瞭解。 

3、宜降低框架步道之高度並調整框架之間距，將人體工學納入規劃設計之考量，以

符合遊客行走的步伐跨距。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枕木步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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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1冷水坑段至絹絲瀑布入口段框架級配步道之材料為碎石級配，且步道兩旁保留原生物種，其整體環境協調性高。 

 

4-16.2冷水坑段至絹絲瀑布入口段框架級配步道，其框架內裝設排水軟管，可導引雨水入滲進入地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 

圖 4-16、框架級配步道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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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框架級配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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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擋土牆，1/2） 

類
型 

4-1 擋土牆 

示
例
地
點 

菁山露營場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規劃目的 提供邊坡穩定 

施工材料 水泥、石頭、PE塑膠模、箱籠網 

建設功能 提供邊坡穩定，保護遊客行車及當地生物安全。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以箱籠作為蝕溝之橫向結構物，設計上較為不妥（缺乏對整體工程設施之

安全性及穩定性之考量）。 

2、使用箱籠之目的為透水，宜採用透水性高的石材回填，若採用透水性差的

PE塑膠膜作為表面覆蓋，會因排水不良使側面壓力過大，造成箱籠坍壞，

尤其使用在橫向蝕溝上。 

3、整體工程設施的處理範圍，似乎難以解決上方崩塌之問題，建議宜採用源

頭處理及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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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擋土牆，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擋土牆具抗沖蝕力，且排水性良好。 

2、保留原有植栽，可提高植被覆蓋度，具備良好環境協調性，且提供生物棲息環境。 

3、坡腳以石籠固定，可增加其穩定性，且石籠之間可回填土壤，以增加生物棲息及

植物生長之空間。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擋土牆上部結構，缺乏植被覆蓋度，造成過多混凝土外露，降低整體景觀之協調

性與設施融合性。 

2、工程設施的施作未順應當地之環境（如地形、地勢等），不符合生態工法因地制宜之原則。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於擋土牆上部結構，宜增加植被覆蓋度，但須考慮避免過度人工化處理及人造工

程設施的介入，造成後續維護成本增加。 

2、宜定期巡察、維修，特別注意排水孔道是否阻塞，形成一環境潛在危險因子，影

響當地生物及遊客安全。 

3、擋土牆之結構可採用多孔隙之形式，並避免使用大量鋼筋水泥之建材，以符合生

態工法因地制宜之原則，增加與生態環境的融合性與協調性。 

4、箱籠表面之覆蓋物，宜使用透水性高的建料（如細孔目之箱籠、不織布），以確保

工程設施之排水性。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混凝土格框擋土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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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1菁山露營場道路旁邊坡之擋土牆，圖中之擋土牆上部材料主要為混凝土，周遭植栽植物生長發育良好。 

 

4-18.2菁山露營場道路旁邊坡之擋土牆，圖中之擋土牆底部周遭植栽植物生長發育良好，與環境結合度高。 

 

4-18.3菁山露營場道路旁邊坡之擋土牆，其擋土牆底部以箱籠固定坡腳，且周遭環境維護良好。 

 

4-18.4百拉卡公路普通車道（往大屯自然公園方向）旁擋土牆，其主要材料為混凝土及石塊所構成，而擋土牆底部亦設置區域排水設施。 

圖 4-18、擋土牆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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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擋土牆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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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植生護坡，1/2） 

類
型 

4-2 植生護坡 

示
例
地
點 

擎天崗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規劃目的 提供邊坡穩定及增加視覺景觀美感與當地環境協調 

施工材料 草皮 

建設功能 主要以穩定邊坡為主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植生護坡在植生草種的選擇上，宜考量使用適當之原生植物（以原生草類

為主），以強化水土保持之功能（如禾本科植物）。 

2、環境周遭的工程設施（如公車站牌、阻車設施可考慮就地取材使用木製材

質或石塊）可考慮做整體性的規劃配置以提升整體環境協調性，配合國家

公園之景觀環境。 

3、兩旁步道及殘障步道的規劃設置與整體環境不協調。 



第四章 計畫工作成果 

�[WC__ET]:\WC04ET--WC041210--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末報告 by 汪靜明教授v17ok.doc 83 

表4-11、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植生護坡，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植物根系深入土壤底層，具有水土保持、穩定邊坡之功能。 

2、植被覆蓋度高，且植被可提供生物棲息地及食物之來源，可幫助增加該地區之生

物多樣性。 

3、可避免因過多人為工程開發建設，對當地生態棲地完整性造成破壞。 

4、可增加當地環境景觀豐富度及整體環境協調性。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植生護坡之植栽使用外來物種（象草），造成外來種入侵的問題，可能影響當地生

態系統之穩定平衡。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宜避免種植與當地生態環境無關連性之植被（如象草）。 

2、採取生態工法因地制宜之原則，需考量當地環境生態系統之複雜性及多樣性，選

擇適合當地之植栽。 

3、為避免土壤的沖刷和流失，需以深根性的喬木植物或禾本科植物的栽種作為植生護坡。 

4、在安全性的考量上，較適用於坡度較緩，無安全顧慮（如鄰近無屋舍等構造物）

之自然生態環境。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打樁編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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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擎天崗景觀區之植生護坡，圖中植生護坡之周遭環境設施（如道路、步道等 ）主要以混凝土所構成，且設有公車站牌。 

 

4-20.2擎天崗景觀區之植生護坡，圖中可看出植生護坡設置區域排水設施，其材料主要以混凝土所構成。 

 

4-20.3擎天崗景觀區之植生護坡，由圖可知其植被覆蓋度良好。 

 

4-20.4擎天崗景觀區之植生護坡，圖中植生護坡底部植栽樹木及草皮，且設置人行道，可供遊客遊憩時使用。 

圖 4-20、植生護坡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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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植生護坡生態工法參考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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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無障礙步道，1/2） 

類
型 

5-1 無障礙步道 

示
例
地
點 

二子坪遊憩區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2001 

規劃目的 提供肢體殘障者輪椅行走至二子坪 

施工材料 水泥、塊石、木材 

建設功能 為提供身心障礙人士使用，使其達到生活壓力舒放之效果。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可將縱向坡度納入無障礙設施的規劃考量，避免因坡度過大，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2、警示牌的設置缺乏設施融合性及環境協調性的考量，影響整體景觀的品質。 

3、盲人點字牌宜加強維護管理，並做適當說明使一般遊客能愛護無障礙設施

不加以破壞。 

4、警示牌可加入特定功能之標誌，以方便遊客可清楚區別警示牌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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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無障礙步道，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管理標誌設置明確，並有盲人專用之說明點字牌，可增加遊客遊憩滿意度。 

2、無障礙步道之設置配合當地地形，以減少對當地地貌之破壞。 

3、無障礙步道之鋪面材料使用耐磨且表面平整之材質，利於輪椅行走。 

4、設置解說指引設施，具有教育推廣之功能。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本無障礙步道路旁其石塊表面粗糙不平，且部分石塊表面較光滑易生青苔，遊客

若不當使用，則可能造成遊客受傷。 

2、本無障礙步道部分路段於雨天時易積水，對於身心障礙人士行動造成不便。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應定時維修此無障礙步道鋪面，特別針對地勢低窪處進行積水處理及清除。 

2、針對部分石塊損壞部分，應立即補強。若在經費許可下，建議此無障礙步道路旁

石塊進行維修及更新。 

3、目前已損壞的盲人點字牌，應盡早修復並定期派員巡視以維持無障礙設施之完整性。 

4、警示牌的材質使用上，因盡量配合當地的環境景觀就地取材，使用具有區域特色之材質。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郭瓊瑩  2001  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  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景

觀學會  3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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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二子坪遊憩區之無障礙步道，路線為二子坪植草磚停車場至二子坪親水設施。 

 

4-22.2二子坪遊憩區無障礙步道設置之解說告示牌，設有盲人專用點字牌，可提供盲人同胞使用。 

 

4-22.3大屯自然公園遊客服務中心旁之無障礙步道，其步道前設置排水溝蓋。 

 

4-22.4二子坪遊憩區之無障礙步道，其步道旁設置警告標示（紅色），明確說明步道使用方式。 

 

4-22.5二子坪遊憩區之無障礙步道，其步道旁設置警告標示（黃色），明確說明步道使用方式。 

 

4-22.6擎天崗景觀區衛生服務設施之無障礙步道，步道設置鐵製扶手，提供身心障礙人士使用。 

圖 4-22、無障礙步道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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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步道範例剖面圖3-3-1 

 
資料來源：風景區公共設施規劃設計準則彙編第三章交通設施步道範例剖面圖3-3-3 

圖 4-23、無障礙步道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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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無障礙? 所，1/2） 

類
型 

5-2 無障礙廁所 

示
例
地
點 

擎天崗、二子坪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規劃目的 提供身心障礙人士使用之廁所 

施工材料 馬桶、洗手檯等 

建設功能 主要為維護遊憩區衛生，並提供各式各樣遊客使用。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本工程設施符合綠建築設計之原則（省水、省電、節能）並設置解說指引

及標示系統。 

2、未顯示出廁所污水是否經過適當之處理及放流水是否經定期檢測並符合排

放標準，避免污染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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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無障礙? 所，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本衛生設施為具有綠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其用水設備更換為省水標章之省水器材，

而照明設備更換為省電更換為省電高效率照明燈具。 

2、簡單乾淨之外觀可增加遊憩使用度及遊客滿意度。 

3、廁所內部整體採光良好。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無障礙設施之通道使用水泥及鐵欄杆作為建材，降低與周遭環境之融合性與協調性。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可使用與當地景觀相融合或符合當地環境特色之材料作為建材，以配合生態工法

之就地取材（如石板或木製材質等）、因地制宜之原則。 

2、應配合設置簡易廁所污水處理系統。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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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天崗景觀區之衛生服務設施，其設置無障礙步道及無障礙廁所，提供身心障礙人士遊憩時使用。 

 
擎天崗景觀區之無障礙廁所，圖中廁所外部設置使用標示，提供身心障礙人士使用。 

 

衛生服務設施之省電照明標示，說明本衛生服務設施照明設備為省電高效率照明燈具。  

 
無障礙廁所，其主要設施有省水馬桶、鐵製扶手、急難救助設施按鈕及說明告示。 

 

二子坪遊憩區之無障親子礙廁所，其廁所外部設置使用標示，明確說明提供親子及身心障礙人士使用。 

 

衛生服務設施之省水標章，說明本衛生服務設施用水設備為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材。 

圖 4-24、無障礙廁所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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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生態廊道，1/2） 

類
型 

6-1 生態廊道 

示
例
地
點 

陽金公路第二停車場下方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2004 

規劃目的 於動物經常出沒之路段，設置相關警告標誌。 

施工材料 混凝土、鐵架、護網 

建設功能 避免過往車輛造成動物之傷亡並提供動物可行的替代移動路徑。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本生態廊道的設置，為初期試驗性質，可依對生態環境監測所得資料，評          

估後續施作方式及實際使用上之需要（利用情形及使用頻度），生態廊道若

有成效可採取較符合當地景觀的材質來施作。 

2、生態廊道內部環境是否符合目標物種之環境需求（如廊道底質是否適合青              

蛙通行）。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 

�[WC__ET]:\WC04ET--WC041210--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末報告 by 汪靜明教授v17ok.doc 94 

表4-14、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生態廊道，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於動物經常出沒之路段，設置相關警告標誌，使用路人提高警覺，以避免過往車

輛造成動物之傷亡。 

2、針對特定目標物種之生活史、習性及周遭棲地環境之特性，提供可行的替代移動

路徑（如動物穿越涵洞）。 

3、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設置「領角鴞穿越」號誌，為國內針對特定目標物種設置

警告標誌之首例。 

4、針對園區內設置之生態廊道進行長期生態監測，俾便瞭解目標物種對生態廊道利

用情形及使用頻度。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生態廊道圍籠可採用較自然的材質，且需將整體景觀納入考量（設施融合性、環

境協調性）。 

2、生態廊道之通道口附近植栽太少，缺乏遮蔽性。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分析評估長期生態監測所得之資料，以提出後續相關之改善對策如：生態廊道設

置的面積範圍及高度應針對特定目標物種來設計。 

2、如生態廊道有其設置之必要性，宜使用符合當地景觀（設施融合性、環境協調性）

的材質來施作。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動物通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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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動物穿越廊道（生態廊道），由標示說明可知，其主要保護物種為蛙類。 

 

4-25.2動物穿越廊道（生態廊道），由圖可知廊道周遭架設綠色護網，禁止動物穿越道路。 
 

4-25.3動物穿越廊道（生態廊道）旁綠色護網，禁止動物穿越道路，其周遭環境保留原生物種。 

 

4-25.4動物穿越廊道，其涵洞形狀為矩形，其構成材料以混凝土為主，底部鋪面材料則為泥土。 4-25.5動物穿越廊道另一旁通道，可知，其涵洞形狀為矩形，底部鋪面材料則為泥土。 

 

4-25.6動物穿越廊道（生態廊道），由圖可知，廊道兩旁設置區域排水設施，並架設綠色護網。 

圖 4-25、生態廊道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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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生態廊道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基
層
公
共
工
程
基
本
圖
彙
編
 

（
h
t
t
p
:
/
/
e
e
m
.
p
c
c
.
g
o
v
.
t
w
/
n
a
t
u
r
a
l
/
i
n
d
e
x
.
p
h
p

）
 



第四章 計畫工作成果 

�[WC__ET]:\WC04ET--WC041210--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末報告 by 汪靜明教授v17ok.doc 97 

表4-15、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溪橋，1/2） 

類
型 

6-2溪橋 

示
例
地
點 

菁山露營場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2001 

規劃目的 為增加遊客遊憩滿意度及環境景觀豐富度。 

施工材料 混凝土、石塊 

建設功能 提供遊客遊憩使用及整體環境景觀之營造。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溪中的錦鯉非當地原生物種，宜進行遷移處理。 

2、溫泉管線造成整體景觀的不協調，應加以改善。 

3、周遭採取低矮照明設施，避免對周遭生物造成過多的干擾。 

4、外來種入侵及遊客放生問題，可藉由環境教育的推廣配合解說折頁、解說

牌及解說員的宣導等方式來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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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溪橋，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1、溪流兩岸的植被覆蓋度高，遮蔽度良好可提供生物生存良好的棲地環境，及蜉蝣

生物、水生昆蟲豐富的食物來源。 

2、溪橋設施工程之施作順應河溪地形、地勢，與周遭環境協調並增加當地環境景觀豐富度。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因溪橋兩旁為遊客住宿過夜之處，需考量遊憩設施對遊客的承載量，將安全因子

納入設施工程施作之考量。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溪橋周遭之溫泉管線破壞整體環境協調性，溫泉管線之配置可順應周遭環境之地

形地勢，融入周邊的自然環境，避免成為破壞景觀之視覺障礙物。 

2、溪中之水生物需避免因觀賞娛樂所需或其他因素如放生，引進外來物種（如錦鯉

等）破壞當地溪流生態系統的穩定平衡。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溪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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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1菁山露營場之溪橋主要材料以混凝土及石塊為主，河溪兩岸以石塊鋪設而成。 

 
4-27.2菁山露營場之溪橋，圖中之溪橋背後設置溫泉管線，降低環境協調性。 

 

4-27.3菁山露營場河溪中錦鯉（外來種）可能為經營業者為增加遊客遊憩滿意度或景觀欣賞而放置。 

 
4-27.4綠色管線為經營業者架設之溫泉管線，其對當地河溪環境及動植物生活可能造成影響。  

 

4-27.5為另一角度拍攝之溫泉管線，可明顯看出溫泉管線與周遭環境不協調性。 
 

4-27.6菁山露營場之河溪，圖中之岸邊石塊已長滿青苔。 

圖 4-27、溪橋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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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溪橋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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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親水設施，1/2） 

類
型 

6-3 親水設施 

示
例
地
點 

二子坪遊憩區 

實
景
圖
示
例 

施工年度 1995 

規劃目的 為增加遊客滿意度，提供遊客親水體驗。 

施工材料 混凝土、石塊 

建設功能 提供遊客親水體驗。 

工
程
建
設
資
料 管理單位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棲地完整性 

水土 
■規劃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設施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景觀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教育 
□教育資源應用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生
態
工
法
評
估
指
標 

遊憩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綜
合
評
鑑
意
見 

1、在國家公園內可不需特別設置親水設施，建議應恢復當地自然環境之面貌，

不宜介入過多人工設施，以符合生態工法減法和留白之原則，無需為生態

工法而生態工法。 

2、園區內目標主體工程設施的評鑑，可由民間保育團體、當地社區人員的參

與，以提供適當之意見。 

3、外來種及放生的問題，宜儘早處理，非當地原生物種宜予以移除，並設置

告示牌告示民眾勿任意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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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親水設施，2/2） 

一、本工程設施符合生態工法之特點 

 

二、本工程設施不符合生態工法之處 

1、此親水設施主要構成材料為混凝土，並未使用當地之石材或維持當地地形地貌，

故未達到因地制宜施作之原則。 

2、此親水設施池水深度並無深淺變化，可能造成單一物種過度繁殖，如藻華現象。 

3、此親水設施之環繞步道構成材料以混凝土為主，且其寬度太狹窄，造成遊客不易

行走，減少遊客親水體驗，降低遊客遊憩滿意度。 

三、本工程設施後續改善措施之建議 

1、建議應減少過多的人為工程設施，以恢復當地生態環境之自然演替為目摽。 

2、建議將此親水設施改為自然生態池。生態池為可蘊育豐富生物之生態棲地，池中

之水生植物可提供氧氣、水中生物庇護及繁殖之場所。 

3、若生態池有足夠的空間，建議可加設置生態島。生態島功能有提供動植物自然演

替，不受人為干擾之場所。 

4、盡量營造多樣性的棲地環境，避免棲地型態單一化。 

5、過多人為工程設施的介入，已造成當地生態棲地環境之變遷，衝擊當地原生物種

之生存（如台北樹蛙），應針對當地原生物種規劃其生存所需之棲地環境。 

6、進行環境教育推廣（如解說牌、解說折頁），使當地民眾及遊客瞭解外來種對原生

物種之不良影響。 

四、生態工法參考案例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編-生態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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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1二子坪遊憩區親水設施之水池興建材料以混凝土及石材為主，與環境結合度低。  

 

4-29.2二子坪遊憩區親水設施之水池上方設置木棧道，可供遊客欣賞親水設施之景色。 

 

4-29.3二子坪遊憩區親水設施，水池旁設置無障礙步道，提供身心障礙人士遊憩之使用。 

 

4-29.4二子坪遊憩區親水設施水池有浮水植物及許多蝌蚪生活於池水中。 
 

4—29.5二子坪遊憩區親水設施之水池旁設置涼亭，其材料為混凝土、木材及石塊。  
 

4-29.6二子坪遊憩區親水設施之岸邊植物生長發育良好。 

圖 4-29、親水設施工程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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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親水設施生態工法參考案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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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計畫依研究進度逐步進行，已紀錄及建立生態評估基礎資料，並建立

與執行工程設施評估模式流程。此外，本研究團隊設計「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

目標主體工程及生態工法專家評鑑表」，藉由照片評估法與專家顧問會議，針

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目標主體工程設施，評估其是否符合生態工法設計，並提供

改善建議。茲將本計畫結論，分為生態工法評鑑研究、現有目標主體工程改善、

行政管理等三部分，條列說明如后。 

（一）生態工法評鑑研究 

1、本研究目前完成之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評估指標架構及內涵，可

做為工程設施評估之考量向度。建議後續年度計畫中，可進一步邀請各領

域之專家學者進行 AHP問卷之填寫，以建立生態工法評估指標（包含評估

次項目及評估準則）權重分析，以作為未來陽明山國家公園目標主體工程

設施生態工法評估之具體依據及準則。 

2、為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動生態工法之政策，以及協助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瞭解遊憩區內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本研究團隊已完成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目標主體工程設施生態工法評估指標及評鑑表；並針

對園區內目標主體工程設施提出相關改善措施及建議，可做為未來陽明山

國家公園推動生態工法及評估工程設施效益之參考。 

（二）現有目標主體工程改善 

1、車道 

陽明山國家公園因鄰近台北都會區，每逢例假日需承受龐大的遊憩壓力，而

其中更不乏利用機車遊憩的遊客，因此在車道方面，若在面積允許下，可考慮於

車道外側增設機車專用道。 

1-1普通車道：建議在車道的兩旁配合當地環境生態設置緩衝綠帶，可增加整

體景觀豐富度並具有降低地面逕流及淨化車行道污水之功能，另外在交通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WC__ET]:\WC04ET--WC041210--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末報告 by 汪靜明教授v17ok.doc 106 

承載量較低的車道，可考慮使用透水性的鋪面材料（高透水性、高孔隙

率），使雨水能直接入滲，補充地下水源。 

1-2透水車道：陽明山透水車道的材質有碎石級配及透水瀝青等兩種型式，因

為透水車道鋪面強度較弱，故因避免大型車輛的進入，造成道路鋪面的損

壞。此外，碎石級配道路應與路旁橫向排水設施配合，使工程設施可提供

良好的導排水功能；但須注意材料使用的控配或因大雨沖刷毀壞路面及避

免路面積水的發生。 

2、停車場 

停車場周遭環境及工程設施宜盡量自然化減少人為工程設施的介入（建議可

將路緣石拆除以石材作為停車格內的車檔即可），並增加停車場周遭環境之緩衝

綠帶，以隔離不良的視線。周圍的排水設施可採用草溝、透水溝或滲透性邊溝等

較自然化的施作。整體規劃配置上，周遭綠地的平面高度宜低於停車場鋪面高

度，以利地面逕流流入綠地進行滲透。在停車場動線配置上，在身心障礙者專用

車位旁需預留可供輪椅通行之通道，與人行車道之間宜無高度落差，在鋪面材質

及鋪設上宜盡量平整，以利通行。 

2-1柏油停車場：今後陽明山國家公園遊憩區，若有新規劃設置之停車場或舊

有柏油停車場鋪面須進行修繕時，建議可在鋪面材質上改用透水性鋪面

（如植草磚鋪面），但目前已既有的停車場先維持現狀，只需做簡易維護

管理即可。 

2-2植草磚停車場：現有停車格使用植草磚，後續停車場內道路鋪面材料亦建

議採用透水性的鋪面如透水瀝青，可增加工程設施整體透水面積。使用透

水性良好之鋪面材料（植草磚），可增加環境協調性與綠覆率。 

3、步道 

步道周遭規劃排水設施可考慮採用草溝、透水溝排水以維護生態棲地完整

性。在環境協調性方面，盡量以就地取材為宜，且考量其持久耐用性，及承載力

和耐磨性。步道區域範圍可以岩石或喬木植栽來界定，並隔離危險區域以維護遊

客安全。 

3-1塊石步道：考量遊客遊憩使用安全，塊石步道的鋪面宜盡量平整，而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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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度環境，塊石步道設施必須定期維護管理，減少青苔之形成，避免因路

面濕滑造成遊客受傷。 

3-2木棧道：木棧道設施興建順宜當地環境之地形、地勢，減少工程設施對當

地環境的干擾。木棧道的五金材料宜定時維護（如表面保護油漆）或採用

木製材料及不銹鋼材質，以避免對遊客造成傷害。而在木棧道表面防腐處

理上，應避免使用可能對生態環境及生物造成傷害之化學材料。 

3-3框架級配步道：框架級配步道之框架高度與間距，宜把遊客實際行走的適

宜性（人體工學）納入考量，目前在現有的設施上，不符合一般遊客的步

伐跨距，可能會影響遊客安全及遊客滿意度。且宜於框架上直接設置排水

孔，增加框架級配步道的排水性，不可僅依賴框架內之排水軟管，避免造

成積水之現象的發生，降低遊客使用的滿意度並影響遊客安全。 

4、護坡 

在邊坡防護上，宜盡量保留當地原有植栽，並提高植被覆蓋度，以提供生物

棲息環境。而環境周遭的工程設施（如公車站牌、阻車設施可考慮就地取材使用

木製材質或石塊）並做整體性的規劃配置以提升整體環境協調性，以配合國家公

園之景觀環境。 

4-1擋土牆：以箱籠作為蝕溝之橫向結構物，基本上較不適宜（缺乏對整體工

程設施之安全性及穩定性之考量）。而整體工程設施的處理範圍，似乎難

以解決上方崩塌之問題，建議應由源頭處理及整治做起，不要為生態工法

而生態工法，且使用箱籠之目的為透水，應該使用透水性高的石材回填及

透水性高的材質作表面覆蓋（如不織布），尤其是當工程設施之施作地點

是在橫向蝕溝上時，若採用透水性差的PE塑膠膜作為表面覆蓋，會因排

水不良使側面壓力過大，造成箱籠坍壞。 

4-2植生護坡：在植生草種的選擇上，宜考量使用適當之原生植物且具備強化

水土保持之功能（宜以原生草類為主如禾本科植物）。 

5、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設施的設置宜考量當地環境協調性及設施融合性，在設施完工後需定

期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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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無障礙步道：需將縱向坡度納入無障礙設施的規劃設計考量，避免因坡度

過大，造成使用上的不便，使設施無法發揮應有之功能。在地勢低窪處，

應避免因下雨積水造成使用不便。 

5-2無障礙廁所：陽明山國家公園遊憩區內之無障礙廁所，符合綠建築設計之

原則（省水、省電、節能）並設置解說指引及標示系統。在材料的使用上，

可考慮使用與當地景觀相融合或符合當地環境特色之材料作為建材，以展

現每一遊憩區之特色與風格。 

6、配合調查設施 

為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實際之需求，本研究團隊針對園區內設置之生

態廊道、溪橋及二子坪遊憩區之親水設施進行生態調查與評估。 

6-1生態廊道：園區內生態廊道的設置，為初期試驗性質，可依對生態環境監

測所得資料，評估後續施作方式及實際使用上之需要（目標物種對生態廊

道之利用情形及使用頻度），若生態廊道有實際效用，後續生態廊道工程

施作，可使用符合當地景觀的材質及較自然的材料。 

6-2溪橋：菁山露營場的溪橋周遭因溫泉管線設置而破壞整體環境協調性，溫

泉管線之配置可順應周遭環境之地形地勢，並融入周邊的自然環境，避免

成為破壞景觀之視覺障礙物。 

6-3親水設施：在國家公園園區內不需特別設置親水設施不且宜介入過多人工

設施，建議以恢復當地自然環境之自然演替為宜，以符合生態工法減法和

留白之原則。而當地因過多人為工程設施的介入，造成生態棲地環境之變

遷，衝擊當地原生物種之生存（如台北樹蛙），宜針對當地原生物種規劃

其生存所需之棲地環境。並配合進行環境教育推廣（如解說牌、解說折

頁），使當地民眾及遊客瞭解外來種對原生物種之不良影響及生物多樣性

保育的重要性。 

（三）行政管理 

1、本計畫自簽約（2004年 6月）核定以來，實際執行狀況符合計畫預定進度。 

2、感謝陽明山國家公園各處室協助提供陽明山國家公園相關文獻資料及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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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基本資料等，對於本計畫掌握環境資訊，進行因地制宜評估建議，有

極大助益。 

3、感謝本研究團隊之專家學者（詳參附錄三）參與「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

態工法之研究」專家顧問會議，並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目標主體工程設施

是否符合生態工法設計提出相關評鑑意見及改善建議，俾便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理處進行改善，以及後續園區工程設施生態工法評估模式建立。 

第二節  建議 

1、建議在2005年陽管處廿週年慶之際，宣示成立「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

工法教學園區」，並委託編印園區生態工法解說摺頁，以提供民眾瞭解陽管

處執行生態工法之努力，並擴大宣導陽管處於自然生態保育之成效。 

2、建議在2005年陽管處廿週年慶，成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生態工法推

動小組」，會集陽管處代表及外聘生態、設施、水土、景觀、教育、遊憩等

專家學者及地方政府代表，以協助統籌規劃、諮詢、協調有關陽明山國家

公園園區既有工程改善及新建工程之生態工法推動。 

3、建議陽管處在生態工法之生態教育推動的落實上，可選定本研究計畫評估

之目標主體工程設施，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生態工法教育解說站。 

4、建議陽管處參考本研究歸納彙整之園區目標主體工程專家評鑑意見，視年

度經費及人力，排序優先改善既有不符生態保育之設施，以生態工法逐年

進行改善。 

5、建議陽管處進行後續有關生態工法建設時，宜進行施工前中後之生態評估

（詳參附錄四），以事先預測工程設施之對環境生態之影響，以規劃設計合

宜之生態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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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進入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之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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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AHP效度分析問卷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評估指標系統 

分析階層程序法（A.H.P）效度分析問卷 

壹、AHP問卷 

敬愛的專家學者，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評估指標系統」之學術研究問卷，

本研究所指之園區生態工法評估指標，係指為評選陽明山國家公園現有主要工程設施

是否符合生態工法所設計之評估指標，以作為未來國家公園推動生態工法及評估工程

設施效益之參考依據。 

為生態工法之推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要求各單位確實投入生態工法相關

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配合國家生態工法推動政策，以及避免園區內之遊憩

設施開發而破壞珍貴之生態資源，乃優先辦理園區內主要工程設施之生態工法評估。 

本生態工法評估指標將以分析階層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進行評估，首先先研提指標系統和指標項目，建立指標系統層級，再經由專家焦點團

體訪談，修正評估指標，並藉由配對比較矩陣，建立各層級項目的權重。AHP是由Saaty

（1980）所發展，其以數學方法分析複雜的議題，對於具有多重目標的議題決策，有

相當的幫助。因此，本研究期望藉此專家問卷，倚重專家學者您在相關領域之專業素

養，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之主要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之評選，來認定及篩

選出重要之考量因素，期使所建立之評估體系架構能更為客觀、公正。 

本問卷之目的係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之主要工程設施是否符合生態工法進

行評估指標之效度分析，主要內容概分為評估指標架構，內容細項及分析階層程序法

問卷形式等三大項之效度認定，請您針對本問卷所列之評估指標（是否增減）、指標

之分類及分析階層程序法問卷形式等之適當性給予意見。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汪靜明教授  電話：(02)29356968 傳真：(02)29335620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郭育任教授  電話：(02)29356968 傳真：(02)2933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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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基本資料】 

1、姓    名：                     

2、服務單位：                     

3、職    位：                     

 

【本研究初步歸納因素】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與性質，經由國家公園生態工法相關文獻回顧，參酌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工程設施之現況，先行以明細表法（check list）進行相

關因素的綜合歸納，再以主觀衡量技術進行評估因素之初步篩選與過濾，得到

初步的評估考量階層之六個群組（參圖1-1），其中工程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參

表1-1至1-6。而此初步架構，尚屬草擬的階段，其中或有疏漏之處，即需藉

助您專業之意見及建議，以利本研究評估架構之建立及評估指標項目之修正。 

 

遊憩 

景觀 

生態 水土 

設施 

教育 

圖1-1、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工法評估指標系統之六個群組評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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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態工法評估指標因素說明表 

【表格一填寫說明】 

請您在閱讀（表一）每個評估項目之後，根據評估內容之適切性予以評估。

如果該評估項目對本研究是適當的，請您在「適當」的欄位打勾（V）；若否，

則請於「不適當」的欄位打勾，並於「建議欄」解釋其原因或修改的建議。 

表 1-1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因素說明表－生態評估指標 

群組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說明 
適
當 

不
適
當 

建         議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工法之精神，需以生

態為基礎，因此遊憩設施

週遭之自然環境（理化及

生物）及人文環境等生態

基本資料，有助於該區施

行生態工法之參考。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監測的執行，有

助於適時瞭解當地生態

演替的情勢，並掌握工程

設施興建前後的生態環

境狀況。 

   

生態環境維護 

編制相關人員，從事維護

設施週遭環境，有助於減

少遊客對環境造成的衝

擊。 

   

生物多樣性 

豐富度與均勻度等的觀

測，保持開發前、中、後

的生物多樣性穩定及整

各生態系統的平衡。 

   

生態棲地完整性 

連接四周自然環境地區

之廊道，可引導生物安全

通過到達相鄰的生態系

統環境。 

   

 
 
 
 
 
 
 
 
 
 
 
 
 
 
 
 
 
 

 
 

生
態
工
法
的
評
估
指
標 

 
 
 
 
 
 
 
 
 
 
 
 
 
 
 
 
 
 
 
 
 
 
 
 
 

 
 

生 
 

態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第09300309610號函 
備    註：灰階部分為填答者建議之擬新增建議評估項目與評估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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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因素說明表－水土評估指標 

群組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說明 適當 
不
適
當 

建         議 

區域排水 

指設施地區導水排水

的功能，勿使產生窪地

積水及漫流侵蝕之現

象。 

   

土地開發適宜性 

指某一類土地對某一

特定用途的適合程

度，以不違反相關法令

為基準。 

   

縱向坡度 

縱向坡度係指設施區

域之地表傾斜度，一般

坡度在5%以內者視為

平坦地，坡度在40%以

上者不宜做為設施用

地。 

   

設施透水性 

透水性鋪面對生態、環

境及洪旱災，甚至對集

水區、都會區之永續發

展，具有相當大的影

響，致使此透水性鋪面

愈來愈受重視。 

   

 
 
 
 
 
 
 
 
 
 
 
 
 
 
 
 
 
 
 

水 
 

土 

邊坡穩定 

邊坡穩定之分析與處

理為土地開發極重要

之一環，考量設施在施

工時是否先進行植生

基礎處理，包括擋土、

排水、打樁編柵或格框

等，再進行植生方法。 

   

植被覆蓋度 

覆蓋度適當，景觀優

美，也有提供庇蔭的效

果，同時也能避免過度

開發，一舉兩得。 

 

 

 

 

 

 

 
 
 
 
 
 
 
 
 
 
 
 
 
 
 
 
 
 
 

生
態
工
法
的
評
估
指
標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第09300309610號函 
備    註：灰階部分為填答者建議之擬新增建議評估項目與評估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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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因素說明表－設施評估指標 

群組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說明 
適
當 

不
適
當 

建         議 

生態設計 

在每一個過程中都考慮到

環境，包含對生命週期的考

量，並將對自然資源和環境

的衝擊降到最低。 

   

設施安全性 

重視遊憩設施的娛樂性和

趣味性，並考量設施本身的

構造和安全係數。 

   

設施維護管理 
考慮設施維護的難易、成本

高低。 

   

整體規劃配置 

例如：設施配置位址、設施

維護、安全管理、解說服

務、水土保持、景觀建築等

納入考量。 

   

使用正當性 

以不超過環境承載量或能

維持此區域之生態系統穩

定為基礎，而進行其設施的

有效運作。 

   

工程施工品質 

主要針對設施施工所使用材

料做定時抽檢及施工的管理

制度，來確保設施的品質。 

   

     

 
 
 
 
 
 
 
 
 
 
 
 
 
 

 
 
 生

態
工
法
的
評
估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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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第09300309610號函 
備    註：灰階部分為填答者建議之擬新增建議評估項目與評估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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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因素說明表－景觀評估指標 

群組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說明 適當 
不
適
當 

建         議 

環境協調性 

遊憩設施的本身不破

壞當地自然環境之景

觀，並能夠融入當地的

環境之中，不影響當地

景觀環境之協調穩定。 

   

設施融合性 

如設施的量體、色彩及

材質與環境的融合度

等。遊憩設施能夠採用

當地環境之中的材料

來作為遊憩設施的建

材，以達到就地取材和

因地制宜之目標。 

   

原生植物 

原生植物為構成當地

自然景觀的指標性物

種，可表現出當地的自

然景觀環境是否遭受

破壞。 

   

 
 
 
 
 
 
 
 
 
 
 
 
 
 
 
 
 

 
 
 景 
 

觀 
景觀豐富度 

由生物和非生物所構

成，可表現當地景觀的

複雜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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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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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第09300309610號函 
備    註：灰階部分為填答者建議之擬新增建議評估項目與評估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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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因素說明表－教育評估指標 

群組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說明 
適
當 

不
適
當 

建         議 

教育資源運用 

學校教師或遊客知道運用

園區遊憩設施內的生態導

覽系統及相關摺頁，來瞭解

陽明山的生態環境。 

   

環境教育規劃 

透過專業人士設計相關環

境教育課程，提供園區的

解說人員、一般遊客認識

環境，進而培養環境素

養。 

 

   

社區人員參與 

陽明山臨近社區居民進行

生態工法推動的參與度與

認同度，是後續生態工法推

動的重要參考指標。 

   

解說指引 

遊憩設施之主體及週遭，設

有自導式生態解說牌，以方

便遊客增加新知及提升生態

素養。 

   

     
 
 
 
 
 
 

生
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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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第09300309610號函 
備    註：灰階部分為填答者建議之擬新增建議評估項目與評估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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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設施的生態評估指標因素說明表－遊憩評估指標 

群組
指標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說明 
適
當 

不
適
當 

建         議 

成本及效益分析 

園區內遊憩環境可能遭

到遊客或自然破壞，分析

其維護成本及效率，有助

於規劃園區內各區遊憩

之類型及頻率。 

   

遊客安全 

遊憩本身是否符合ST安

全標準，且應對遊客提供

適度之安全衛生防護措

施。 

   

遊憩使用度 

園區內各種活動應有適

當之使用度，可避免遊客

過度集中於某一些特定

活動或場所，有效利用園

區之空間。 

   

標示系統 

園區內動線規劃是重要

的，完善的標示系統可以

提供遊客完整資訊，俾便

遊客能順利到達其所希

望之目的地。。 

   

急難救助設施 

醫療站、緊急聯絡電話或

服務台是園區內之必要

設施，可降低遊客於園區

所遭受之傷害或提供緊

急之救助服務。 

   

遊客滿意度 

遊客對設施使用的滿意程

度，是遊憩設施設置的主要

目的之一，藉由遊客的滿意

度可表達出遊憩設置的優

劣程度。 

   

 
 
 
 
 
 
 
 
 
 
 
 
 
 
 
 
 

 
 

設
施
的
生
態
評
估
指
標 

 
 
 
 
 
 
 
 
 
 
 
 
 

 
 
 
 遊 
 

憩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第09300309610號函 
備    註：灰階部分為填答者建議之擬新增建議評估項目與評估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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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卷填寫方式示範 

本研究運用AHP兩兩對比方式進行管理目標全重分析，採用九個評估尺度。

填寫示範以表1『評估次項目權重示範表為例』，說明如下： 

1、假如您認為評估次項目『A』與『B』相比，以『A』較「B」極重要的話，請

在極重要（7：1）欄中打勾。 

2、假如您認為評估次項目『A』與『C』相比，以『A』較「C」不重要的話，請

在不重要（1：5）欄中打勾。 

3、假如您認為評估次項目『A』與『D』相比，『A』較「D」雖然不是極重要但超

越重要，請在兩欄中之折衷欄（6：1）打勾。 

4、假如您認為評估次項目『A』與『E』相比，『A』與『E』同等重要的話，請在

同等重要（1：1）欄中打勾。 

 

表1、評估次項目權重調查示範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A   V               B 

A             V     C 

A    V              D 

A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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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管理重點階層架構 

本研究以文獻回顧、腦力激盪及專家訪談為依據，得到管理重點階層架構如

圖1-2，共分為六大評估次項目及三十一項評估準則，分別簡述如下： 

 

 

 

 

 

 

 

 

 

 

 

 

 

 

 

 

 

 

 

 

 

 

 

 
資料來源：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4年八月四日工程技字第09300309610號函 

備   註：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憩設施 

生態工法評估指標 

� 生態基本資料 

� 生態環境監測 

� 生態環境維護 

� 生物多樣性 

� 生態廊道 

� 區域排水 

� 土地開發適宜性 

� 縱向坡度 

� 設施透水性 

� .邊坡穩定 

� 植被覆蓋度 

� 生態設計 

� 設施安全性 

� 設施維護管理 

� 整體規劃配置 

� 使用正當性 

� 工程施工品質 

� 環境協調性 

� 設施融合性 

� 原生植物 

� 景觀豐富度 

� .教育資源運用 

� 環境教育規劃 

� 社區人員參與 

� 解說指引 

� 成本及效益分析 

� 遊客安全 

� 遊憩使用度 

� 標示系統 

� 急難救助設施 

� 遊客滿意度 

設施 景觀 水土 生態 教育 遊憩 

 

最 

終 

目 

標 
 
 
 評

估
次
項
目 

 
 
 
 
 
 
 
 
 
 
 
 

評 
 
 估 
 
 準 
 
 則 

圖1-2、管理重點階層架構 



附錄二 

�[WC__ET]:\WC04ET--WC041210--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期末報告 by 汪靜明教授v17ok.doc 127 

伍、問卷開始 

（一）「評估次項目」之權重評估 

表2、管理重點「評估次項目」權重評估調查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生態                  水土 

生態                  設施 

生態                  景觀 

生態                  教育 

生態                  遊憩 

水土                  設施 

水土                  景觀 

水土                  教育 

水土                  遊憩 

設施                  景觀 

設施                  教育 

設施                  遊憩 

景觀                  教育 

景觀                  遊憩 

教育                  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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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準則」之權重評估 

表3、生態「評估準則」權重評估調查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環境維護 

生態基本資料                  生物多樣性 

生態基本資料                  生態廊道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環境維護 

生態環境監測                  生物多樣性 

生態環境監測                  生態廊道 

生態環境維護                  生物多樣性 

生態環境維護                  生態廊道 

生物多樣性                  生態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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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水土「評估準則」權重評估調查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區域排水                  土地開發適宜性 

區域排水                  縱向坡度 

區域排水                  設施透水性 

區域排水                  邊坡穩定 

區域排水                  植被覆蓋度 

土地開發適宜性                  縱向坡度 

土地開發適宜性                  設施透水性 

土地開發適宜性                  邊坡穩定 

土地開發適宜性                  植被覆蓋度 

縱向坡度                  設施透水性 

縱向坡度                  邊坡穩定 

縱向坡度                  植被覆蓋度 

設施透水性                  邊坡穩定 

設施透水性                  植被覆蓋度 

邊坡穩定                  植被覆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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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設施「評估準則」權重評估調查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生態設計                  設施安全性 

生態設計                  設施維護管理 

生態設計                  整體規劃配置 

生態設計                  使用正當性 

生態設計                  工程施工品質 

設施安全性                  設施維護管理 

設施安全性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安全性                  使用正當性 

設施安全性                  工程施工品質 

設施維護管理                  整體規劃配置 

設施維護管理                  使用正當性 

設施維護管理                  工程施工品質 

整體規劃配置                  使用正當性 

整體規劃配置                  工程施工品質 

使用正當性                  工程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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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景觀「評估準則」權重評估調查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環境協調性                  設施融合性 

環境協調性                  原生植物 

環境協調性                  景觀豐富度 

設施融合性                  原生植物 

設施融合性                  景觀豐富度 

原生植物                  景觀豐富度 

 

表7、教育「評估準則」權重評估調查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教育資源運用                  環境教育規劃 

教育資源運用                  社區人員參與 

教育資源運用                  解說指引 

環境教育規劃                  社區人員參與 

環境教育規劃                  解說指引 

社區人員參與                  解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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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遊憩「評估準則」權重評估調查表 

評  估  尺  度 

絕
對
重
要 

~ 
極
重
要 

~ 重
要 

~ 
稍
重
要 

~ 
同
等
重
要 

~ 
稍
不
重
要 

~ 
不
重
要 

~ 
極
不
重
要 

~ 

絕
對
不
重
要 

評 

估 

次 

項 

目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評 

估 

次 

項 

目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安全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憩使用度 

成本及效益分析                  標示系統 

成本及效益分析                  急難救助設施 

成本及效益分析                  遊客滿意度 

遊客安全                  遊憩使用度 

遊客安全                  標示系統 

遊客安全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安全                  遊客滿意度 

遊憩使用度                  標示系統 

遊憩使用度                  急難救助設施 

遊憩使用度                  遊客滿意度 

標示系統                  急難救助設施 

標示系統                  遊客滿意度 

急難救助設施                  遊客滿意度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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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專家顧問會議－專家委員出席簽名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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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河川生態工法之生態評估模式圖（汪靜明  2004） 

河
川
生
態
評
估
範
疇
界
定 

河
川
生
態
系
統
分
析 

 

河
川
生
態
工
法
因
應
對
策 

 

施工前階段 

確立工程目的及類型 

專家顧問會議（範疇界定） 

� 選定評估水系及河段 
� 擬定施工前生態評估工作項目 
� 河川生態系統指標界定 

生
態
議
題 

上
位
計
畫 

河川生態系統結構指標分析 河川生態系統功能指標分析 

巨棲地 

� 氣象水文 
� 地文特性 
� 河相特性 

中棲地 

�水域型態 
�生態流量 
� 岸邊覆蓋度 

 

微棲地 

�水流型態 
�河床底質 
�河域水質 

 

理化指標 

�穩定性 
�循環性 
�多樣性 

生物指標 

�指標物種 
�對象物種 
�保育物種 

永續指標 

� 生活性 
� 生產性 

� 生態性 

河川生態系統資訊整合分析 

河川生態工法採行方式及 
生態保育措施建議 

 

開發及工程單位進行 
河川生態工法設計及配置規劃 

專家顧問會議（工法審訂） 
 

修訂及確認 
河川生態工法設計 

減輕不利生態影響 
對策及施工程序研擬 

施工時程安排及 
工程經費預估 

生態為基礎 
確立河川生態工法規劃設計 

施工中階段 

河川生態評估開案會議 

� 確定河川生態評估範疇 
� 擬定施工中生態評估工作項目 
� 工程單位與評估單位聯繫與配合 

河川生態系統對比分析 河川環境變遷資訊蒐集 

河川生態 
系統之 
結構指標 
對比分析 

河川生態 
系統之 
功能指標 
對比分析 

工程施作 
造成河川環
境變遷之圖
文資訊建立 

地震、颱風等
重大環境變
遷之圖文資
訊建立 

河川生物棲地變遷整合分析 

河川生態工法採行方式及 
生態保育措施修訂 

專家顧問會議（工法研修） 
 

開發及工程單位之 
施工程序與工法配置修訂 

 

安全為導向 
完成河川生態工法施作 

完工後階段 

河川生態評估開案會議 

� 確定河川生態評估範疇 
� 擬定施工中生態評估工作項目 

河川生態系統對比分析 專家顧問會議 
（效益評鑑） 

� 生態效益評鑑 
� 安全效益評鑑 
� 景觀效益評鑑 
� 經濟效益評鑑 
� 教育效益評鑑 

河川生態工法之多元化效益整合分析 

後續河川生態監測
及生態保育措施 
修訂與執行 

河川生態工法 
生態資料庫建立 

河川生態工法之
修正與研發 

河川生態工法 
工程資料庫建立 

永續為目標 
進行河川生態工程管理 

河川生態 
系統之 
結構指標 
對比分析 

河川生態 
系統之 
功能指標 
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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