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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面向的涵義

本圖片取自網路 HOUS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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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講 綱 要

◼ 壹、環境變遷與水的基本資訊

◼ 貳、N面向觀點談景觀規劃理念

◼ 叁、水環境的N面向思維

◼ 肆、結語



壹、環境變遷與水的基本資訊



◼ 整個地球系統都在變遷中

新的挑戰 – 新的想法

Uncertainty in 
storm events

Uncertainty in 
quantity & quality

Uncertainty i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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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 in carrying 
capacity/breakag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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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
水災、旱災、風災
已變成無法預估

在我們的生活與建設
將如何因應???

或許我們需要更多的想法
創意與處理方式



台灣水的基本資訊





本圖片摘自楊唯甫署長文章



台灣有關"水"的基本資訊

台灣在氣候變遷情況下的危機
1、氣溫上升速率1.1~1.6℃/百年

2、2000年以後，每年生成颱風5.7個

3、台灣海域海平面平均上升速率2.4(3.4)㎜/年，為全球海
平面上升速率1.8㎜/年的1.4倍，1993~2003年上升速率為
5.7㎜/年，近年觀測統計，基隆海平面上升3.5㎜/年，高
雄海平面上升6.1㎜/年。

4、如果海平面上升1公尺，其中影響最嚴重的前十名國
家，台灣名列其中。

5、2100年台灣海平面預估上升36~59公分，而台南市、高
雄市首當其衝。







台灣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無法獨立於世界外
水環境的解決方案

不再是
單純的環境或美觀面向

而是
諸多因素所形成的圖像

是故
提出的討論或知識

不是唯一的答案而是思考的模式



貳、N面向談景觀規劃理念演變



一-1、水與綠的網絡概念

◼ 水與綠的相關理念與名詞

藍帶與綠網

開放空間

◼ 海洋與海岸

◼ 水資源—流域藍帶，自然水體，人工水資源

◼ 綠資源—防災綠地，自然綠地，人文綠地，生產綠
地，線型綠地

◼ 景觀資源—天際線，廣場，視覺廊道

系統與網絡規劃的概念



一-2、 生物棲地與生態綠網

◼ 生物棲地與生態綠網

生物棲地(Biotope)

指具備某種特定環境條件，可讓某些生物群集並足以生
存的有限區域；所謂特定環境條件包括氣候、地形、土
壤、水等自然環境；生物群集則包含不同種類生物個體
群及形成之食物鏈及生態金字塔

生態綠網(Ecological Network)

以生態景觀學的嵌塊體(Patch)、廊道(Corridor)、基質
(Matrix)為概念，以河川、綠地、公園等實質空間做點、
線、面的系統化連結，成為綠廊網絡；其功能在連結生
態孤島急破碎化的生態棲地，在既成環境中可概分為都
市生態綠網及鄉村生態綠網



一-3水足跡的概念



二、生態概念與環境設計

二-1、生態概念

1、生物圈觀念—生物系統、群落區

2、生態層觀念—生態系統、地理層、棲息地

3、科技層觀念—科技系統、都市、聚落、產業

二-2、生態與環境設計

1、自然的永續因素 : 保存、再利用、可更新的資源、自
我修復

2、生態系統中的動態平衡與自我組織

3、生物多樣性、景觀多樣性、生態多樣性

4、綠帶與生態網絡概念及建立生態判斷力

5、地方風土與區域特質



二、生態概念與環境設計

二-3、生態足跡與生態會計概念
1、生態足跡觀念—以累加環境衝擊的方式,估算供養人類所需之生活

資源與吸收廢棄物之土地面積,其中心概念是「生態赤字」與「土
地容受力」

2、生態會計觀念—運用會計的概念並連結生態系統,去追蹤既存的生
活形態、計畫案、產品的環境衝擊,建立一個生態帳系統,考慮生態
循環分析及流向追蹤

二-4、生態設計思考邏輯與原則—摘自「生態設計學」

1、生活化的設計—許多的努力與實踐就在我們身旁

2、尋求在地的解決方案—回應地方的情形與地方的人們

3、以生態會計的理念引導及開啟設計

4、設計道法自然與大自然結盟,回到「主動地景」

5、人人都是設計師—人人既是參與者,亦是設計者

6、彰顯大自然,讓自然顯而易見—讓複雜的自然過程更為明顯,更容
易被理解



三、有關水的規劃理念

◼ 城市永續排水系統(SUDS)

◼ 逕流最佳化管理(BMPs)

◼ 低衝擊開發(LID)

◼ 海綿城市建設—滲、滯、蓄、淨、用、排

◼ 水敏性城市設計(WSUD)

◼ 綠街道與綠巷弄

◼ 水環境與適水發展

◼ 水虛擬與水足跡

◼ 流域治理規劃與水資源
這些理念都可以成為
專章討論與內容呈現



四、韌性與環境理論

◼ 定義:是系統的緩衝能力或吸收干擾的能力，面對新的系
統和環境條件的反應及恢復能力

◼ 工程韌性

指系統在受到干擾之後，恢復到均衡或穩定狀態的能
力，重點在於恢復時間、效率、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是故干擾被視為威脅。 韌性=抵禦+恢復

◼ 生態韌性

意指系統改變其結構之前，能夠承受的干擾量及維持
穩定的閾值，注重的是堅持和適應能力，屬於多元的
均衡，是故干擾被視為學習機會，在特質上是不可預
測及不確定性。 韌性=承受力+重組

◼ 洪水適應性—與洪水為伴，自然洪泛區的功能



五、2010里山倡議









六、永續的景觀管理理念

◼ 設計階段

 1.對場所與周邊環境的生態系統、微氣候、光害、水管
理系統進行敏感性設計

 2.設計者與維護者應先行確定配置與布局方式

 3.選定適地適種的植栽

 4.創造合適的植栽群落

 5.減少非滲透性材料

 6.清除問題區域

 7.保留和保護當地土壤，減少使用外來土壤

 8.盡量利用當地材料

 9.當地廢棄物和材料移除之最小化



六、永續的景觀管理理念

◼ 維護階段

 1.從維護觀點明確植栽的選擇與配置

 2.根據維護者的能力擬定維護標準

 3.維護計畫需具成本效率概念

 4.維護強度須依地點與配置而有所不同

 5.盡可能將修剪產生之廢棄物就地回收或作為覆蓋物

 6.是土壤特性，將施肥工作降至最低

 7.考慮不同植栽特性，擬定樹木修剪方式

 8.良好的雜草防治策略

 9.通過IPM方式進行蟲害處理



叁、水環境的N面向思維



生態對環境的影響--生態金字塔 本圖片引自網路



生態對環境的影響--外來物種的影響

本圖片引自網路



生態對環境的影響--生態檢核未落實

本圖片引自網路



生態對環境的影響—生態檢核未落實

本圖片引自網路



鹿特丹的治水發展想法

◼ 發展歷程

2001年前:防水、治水

2007年前:轉向適應，多種生態防洪措施

2007年後:與水共生，還地於河

◼ 還地於河的措施

1.降低河灘 2.加深夏季河床 3.緊急蓄水與溢流

4.向河岸擴展堤壩 5.減少垂直丁壩 6.加固堤壩

7.高水位河道分流 8.拆除河面障礙物



本圖片引自網路



鹿特丹的治水發展想法

◼ 水韌性規劃策略

應對洪水災害

◼ 工程措施

◼ 適應性措施

應對內澇災害

◼ 改進雨水排洩設施

◼ 創造開放水域，增加雨水下滲量

◼ 改造綠色屋頂

應對缺水短缺

◼ 防旱措施

◼ 水質提升



本圖片引自網路



日本遊水地與霞堤的治水方式 本圖片引自網路



本圖片引自網路



日本遊水地與霞堤的治水方式

本圖片引自網路



日本遊水地與霞堤的治水方式

本圖片引自網路



日本遊水地與霞堤的治水方式

本圖片引自網路



本圖片引自網路









迴水灣與生態



河川的活動與使用

本圖片引自網路



水環境的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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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川面臨的是高維持費



城市花園區-石溪下游(事實上它已不存在)



綠街道的設計手法--微滯洪的方式

• 開放接受各種道路景觀型式構想，形成特色綠色廊道
意象和各種減碳植樹措施，

• 提供各種以人本交通（無障礙環境、人行道、自行車
道）為主的景觀設計與塑造。

• 依不同道路類型，配置各種植栽設計與命名。

• 塑造複層植栽設計，形成生物多樣性棲地。

• 配合各種人本道路需求設置—公車亭、人行道和自行
車道，以全新的生態和綠建築標準設計。 

56本圖片引自網路



本圖片引自網路



本圖片引自網路



本圖片引自網路



雨水的收集變成生活地景的一部分(這個區域的土地是被污染不適合下滲機制)



防洪頻率標準與不淹水的機率

◼ 5年防洪標準 0.512 0.328 0.108 0.012

◼ 10年防洪標準 0.729 0.591 0.349 0.122

◼ 15年防洪標準 0.812 0.707 0.500 0.250

◼ 20年防洪標準 0.857 0.774 0.599 0.359

◼ 25年防洪標準 0.885 0.815 0.665 0.442

◼ 30年防洪標準 0.904 0.846 0.715 0.511

◼ 50年防洪標準 0.941 0.904 0.817 0.668

◼ 100年防洪標準 0.970 0.950 0.904 0.818

◼ 3年 5年 10年 20年



圖示效果與抽象思考

本圖片引自網路



河川運動與民眾參予

本圖片引自網路







本圖片引自網路



曾經淹水的紀錄與提醒





水循環再利用





衛武營公園空拍圖--2019



自然探索林區-生態池



自然探索林區-生態區



因知識領域的認知而差異，最終獲得認同





它不一定很吸睛，但確實有它的功能



設置欄杆的必要性?



風環境的影響

本圖片引自網路



風環境的影響

本圖片引自網路



本圖片引自網路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蘇澳高灘地水環境改善工程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蘇澳高灘地水環境改善工程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台中黎明溝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水環境的借鏡案例與學習--東大溪水質改善

水環境培力計畫案例分享



肆、結語
◼ 水環境的營造起手式，應該先釐清需求與計劃的原點是甚

麼

◼ 環境營造先以減法概念為主，與其說是規劃設計，表現創
作理念，倒不如說是調適的手段

◼ 不要太迷信工程數據的推論，應多給環境餘裕的空間與未
來調整的機會

◼ 水環境的規劃設計在圖像上仍帶有主觀意識，不是工程的
完全成果論，主要是時間及成長因素的介入

◼ 水環境特色根源於創造力與觀念的溝通

◼ 創造環境的豐富性時,要採用『化繁為簡』或『以簡馭繁』
的方式,避免不必要的盲目堆疊



謝謝聆聽

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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