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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8條 本章規定之適用範圍如下：(101.7.1)

一、建築基地綠化：……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物……

二、建築基地保水：……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物......

三、建築物節約能源：…適用範圍為…新建或增建部分…

四、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物……

五、綠建材：……………其適用範圍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綠建築專章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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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110.1.1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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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3.用語定義

• 3.2 植物固碳當量Gi（kgCO2e /(m2.yr)）：

指植物單位覆蓋面積每年對大氣二氧化碳之理論固定當量。

5.評估指標與基準

• 建築基地之綠化，除應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之綠化相關規定
外，……

• Ai：某植栽之栽種面積基準值（m2），……。但植栽之覆土深度與最小樹穴
面積必須合乎表1之規定始得承認。

• α：生態綠化修正係數，……。全無生態綠化者為0.8，全面生態綠化者為
1.3。此修正係數必須提出整體植栽設計圖與計算表，否則以最低0.8計之。

• n、Nt：喬木 之樹種（無單位）與數量（棵） 。

• n‘、Nt’：原生或誘鳥誘蝶 喬木 之樹種（無單位）與數量（棵）。

• ra：原生或誘鳥誘蝶植物採用比值，無單位。須二種以上樹種始可計算 ra
值，否則ra=0。

修正為依喬木數量檢討

修正為2種以上喬木，始得檢討

台北市新建建築物
綠化實施規則 (1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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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5.評估指標與基準

• A0：基地面積（㎡）。……。所謂合理分割，即以建築物周圍道
路或設施之邊界、或與他棟建築物之中線區分為準， 基地劃分
需以方整為原則（參見圖1）。

• Ap（㎡）：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包括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戶外教育運動設施(如田
徑場、球場、戶外游泳池等戶外運動設施)、工業區之戶外消防
水池與戶外裝卸貨空間、住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
樓、迴廊、私設通路、基地內通路、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

6.1 基準說明：……0.5的意義，表示50%最小綠地面積應全面達到
灌木綠化水準 0.5kgCO2e/(m2.yr)以上，而另外50%空地可留為車
道、步道、水溝等非綠地使用。

由於灌木綠化水準0.5kgCO2e/(m2.yr)是寬鬆之要求，如綠地稍微
不足時，可以喬木或屋頂花園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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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 Ap

合理分割

本區得綠化，但不得認
定為執行綠化有困難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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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6.7密植喬木與生態複層綠化的優惠評估

……將所有生態複層與密植喬木區樹冠的總投影面 ( 以樹心為半
徑 3.5 m範圍 ) 全面乘 2.0 kgCO2e/(m2.yr)計量。

6.9竹類植物固碳當量

由於竹類植物被歸類為草本植物，若依表1之規定被當成最低固
碳之草本植物數據來處理則失之簡陋，因為如麻竹之類的竹類植
物可成長至6m以上，其固碳效益不亞於喬木；如唐竹之類的竹
類植物之固 碳效益亦非草本植物可及，因此一律以最低固碳之
草本植物數據來評 估有失公平。有鑑於此，依竹類植物最終成
長高度，將竹類植物以合軸叢生型、單稈散生型、草本性竹類之
分類規定固碳當量如表4所示， 凡是竹類植物可依此作為固碳當
量之計算之依據。

1. 生態複層，尚應檢核喬木數量是否足夠 (12.25 ㎡ /每株)

2. 生態複層範圍界定，連結外緣喬木樹心向外offset 1.7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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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數據 / 600
6.3  為了保有植
物根部充分生
長空間。

大喬木樹穴<4㎡

但≧ 1.5 ㎡者 ，
得降級為小喬木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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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300 

400

技規第302條

原為40年固碳量

1年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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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 6.10 大基地喬木樹冠面積與灌木面積簡算法

針對面積一公頃以上大基地，其喬木數量常相對非常龐

大，為減少逐一計算每棵樹間距，及每棵樹樹冠投影面

積Ai之繁冗過程，可採用以下簡算法計算，其計算步驟

如表5所示。對於基地存在既有之灌木，只須依灌木區

邊界繪製平面圖即可認定其面積，不必逐一標示灌木之

位置與數量。但新建新植灌木區，則以新植數量核算其

面積即可(2株/ m2以上)。

1. 既有灌木面積：得依灌木區邊界認定
2. 新植灌木面積：依數量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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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木--連結外緣喬木樹心，
向外offset 2m、2.5m或3m

生態複層--連結外緣喬木樹心，
向外offset  1.75m

灌木--邊界(既有)
數量(既有、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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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優待係數計算案例
植栽種類 

圖

例 

數量

(株) 

覆土深度 

(m) 

栽種面積 

(m
2
/株) 

栽種面積 

Ai(m2) 

CO2 固定量 

Gi(kg/m2) 

TCO2 

(kg) 

原生、誘

鳥、誘蝶 

菩堤樹  6 16 96 原生 

欖仁樹  6 16 96 原生 

楓香  5 16 80  原生 

黑板樹  2 

＞1.0(m) 

16 32 

 

 

闊
葉
大
喬
木 

小計 304 

900 

273,600  

小葉欖仁  6 16 96  

大花紫葳  3 4 12  

南洋杉  8 12.25 98  

九芎  10 

＞1.0(m) 

9 90 

 

原生 

小
喬
木
類 

小計 296 

600 

177,600  

華盛頓椰子  2 ＞1.0(m) 9 18 400 7,200  棕
櫚
類          

喬
木 

小計 48   618    

原生喬木株數：6+6+5+10=27
喬木株數：48

ra=27/48=0.56
生態優待係數α=0.8+0.5*0.56=1.08

2種以上喬木，始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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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 原 表3 栽種類型表 修正為：

原生植物佐證資料，檢附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出版之「應用於綠建築設計之臺灣
原生植物圖鑑」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
料庫」）。

特生中心 App

技術規則第302條 (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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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下載 ：
https://www.abri.gov.tw/News_
Content.aspx?n=863&s=39689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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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新表格 (110.1.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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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110.1.1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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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層分類認定

1.有地調查報告書—
鑽孔剖面圖

2.無地調查報告書—
建築師、技師依土壤現況
認定

基地共12鑽孔，10孔CL、2孔SM，
故土擾分類判別為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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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3. 用語定義

• 3.4 綠地：指穩定保持著植物生長的土地。

• 3.7 貯集滲透空地：指貯集滲透空地的型式
包括具滲透功能之 下凹式綠地、停車場、
廣場、球場、遊戲場、庭園廣場等之空
間，……

本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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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5. 評估基準

• 5.1 建築基地之基地保水指標計算值應依下式計算，其中開發後基地
保水量(Q’ )不得大於原基地保水量(Q0)，若大於 Q0，則以 Q0計算。
且計算之 λ 值需大於基地保水基準值 λc。

λc : 基地保水指標基準(無單位)。學校校園整體評估採 0.5。 但其他建
築基地以及學校局部基地分割評估時，採λc＝ 0.5×（1-r）。

r : 法定建蔽率。但申請案為分期分區之局部基地分割評估 時，r 為實際
建蔽率，無單位。r＞0.85 時，令 r＝0.85。若為「地下建築物」如公
園、兒童遊樂場、廣場、綠地、 道路、鐵路、體育場、停車場等公共
設施用地及經內政部 指定之地下建築物。申請範圍無論為分期分區之
局部基地 分割評估，或全區開發，r 皆以法定建蔽率計算。

�應檢討「台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者，→ λ＞λc=0.55x(1-r)

修正為「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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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式修
正後，僅與

f 值相關

原 「土壤滲透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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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7. 保水設計注意事項

(11)當基地位於透水良好 之粉土或砂質土層（通常土壤水力傳
導係數 k 在 10-7m/s 以上）時，適合採用以下的「直接滲透
設計」，如 Q1 綠地、被覆地、草溝、Q2 透水鋪面、Q4 貯
集滲透空地、Q6 至 Q8滲透管/陰井/側溝等手法所述；

當基地位於透水不良好 之黏土質土層（k 在 10-7m/s 以下）
時，適合採用「貯集滲透設計」，如 Q3人工地盤花園土壤貯
集設計、Q4貯集滲透空地或景觀貯集滲透池、Q5地下貯集滲

透設施其它手法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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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修

�Q4~Q6、Q8新增設施間距應
≧ 4m (詳(7.(12))；且Q8應距建
築物、擋土牆、圍牆>0.7m 
(詳6.8)。
�Q7兩滲透陰井間距應≧ 1.5m
(詳(7.(1))

1.舖面下方土壤深度≧ 1m時，得檢討

2.透水混凝土、透水瀝青等透水材料不
得做為基層 (級配+墊砂)厚度計算。

原規定

各保水項目於相同位
置，僅能擇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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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研所,104年,廖朝軒)

建築基地保水現況分析及設計技術規範檢討與修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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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保水現況分析及設計技術規範檢討與修訂之研究

(內政部建研所,104年,廖朝軒)

4m2m

2m

2m

2m

Q5地下貯集滲透設施
Q6滲透管保水面積示意圖

Q8滲透側溝保水面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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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貯集滲透空地 (下凹式綠地)
Q4 貯集滲透空地(廣場等)

Sankt Kjeld氣候社區

或礫石、草地

Q4 貯集滲透空地 (下凹式綠地)Q4 景觀貯集滲透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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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凹式綠地

1. 土壤分類 CL

Q1=100x10-7x86400=0.86
Q4=0.36x(100x10-7x86400)+30=30.31

擇一擇優，採Q4檢討

2. 土壤分類 回填土
Q1=100x10-5x86400=86.4
Q4=0.36x(100x10-5x86400)+30=61.1

擇一擇優，採Q1檢討

�若符合技第4-3條規定，亦得兼為雨水貯集滯

洪池使用，設計容積檢討免累加合計。

(104.5.20 營署建管字第1040024703號)



28

設計下凹式綠
地時，於乾、
濕期均可安全
使用。

荷蘭倫庫姆市

https://www.urbangreenbluegri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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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漢諾威，克朗斯堡

https://www.urbangreenbluegrids.com/

攔水壩及閘門，降低流速增進污染
物沉積及水下滲，並調控水位

下凹式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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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下凹式綠地 或 Q1草溝？

無貯集雨水功能者，視為Q1草溝



31

保水新表格 (110.1.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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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嚴於綠建築標章評定方式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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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嚴於綠建築標章評定方式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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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瑞士格勞賓登州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