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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川河段包括北起北屯區松竹路與九

甲巷交界處，南至西區柳川西路二段，

以上長度合計約7公里。

 第一期(發包規劃設計中)：

範圍為大連路一段至太原路二段

 第二期(本次範圍)：

太原路二段至臺灣大道與梅川東

路交接口，做為二期的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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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二期範圍地號約100筆，
地籍權屬為公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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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人行道空間由於位於河道兩側有不同斷面形式。
本案範圍為園道段(梅川加蓋段)，主要形式為五、六、七

斷面形式六及七：
園道兩側人行空間，偶爾中有穿插步行道路
園道兩側步行空間寬敞，中間多為綠帶

斷面形式五：
園道中間單條人行動線
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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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人行道空間由於位於河道兩側有不同斷面形式。本案範圍為園道段(梅川加蓋段)，主要形式為五、六、
七。



5

1.本段為梅川路段交通斷點，行走梅川西路使用者
需繞由健行路轉至中清路才可回到梅川東路。
2.健行路至中清路側，現為廟宇與萬壽公園接合空
間，並無人行空間規劃。
3.中清路南側至育德路，則為小型市場，人行空間
雖寬，但多為市場攤販所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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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川園道二期工程內最主要的亮點
為二：
 可至太原路串聯太原賞櫻廊道
 串聯育德園道，連結國立科博館
與中正公園運動中心，成為臺中
之心環線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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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櫻廊道賞櫻廊道

科博館 中正公園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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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川沿線都以喬木配合灌木的形式來做植栽帶
的串聯，由北屯區至西區分別為樟樹、大花紫
葳、掌葉蘋婆、小葉欖仁、光臘樹、樟樹、櫻
花、阿勃勒、烏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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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6年4月26、27日與西區、北屯區的里長作初步的訪談，聽取地方的意見納入後續相關規
劃設計之用。並於同年6/23及7/14舉辦兩場地方說明會。



一、綠意盎然生活品質：
全線規劃無障礙專用人行道空間的整合與串聯，使其行人在空間的使用上感到舒適與安全。

二、串聯多樣活動空間：
針對梅川沿線分析調查出適合作為停留點與休憩空間的地方，創造屬於鄰里使用的小據點。

三、大小迴圈散步道：
步道連結與串聯，以不影響現有停車需求的情況，增加步道空間。

四、低衝擊開發：
提升水份緩衝能力、降低暴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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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綠意盎然生活品質：
1.使用既有樹種，減少容易竄根或有爭議之樹種。
2.利用多變性喬木，增加四季變化的多樣性，並創造其空間獨特性及亮點。
3.若空間允許，喬木下方以複層為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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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型塑城鄉人文地景街道：

 結合水文歷史、千年茄苳

 涵養雨水，規劃水資源教育

千年茄苳水圳紀念碑Logo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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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型塑城鄉人文地景街道：
 增加人行道寬度
 並於喬木較少的位置設計活動廣場
 廣場內配合周邊環境打造人文生活空間
並兼顧易維護、提供多樣化功能等訴求

目前綠帶空間多為線性空間，未來期能增加多變化的線性空間目前廣場空間不明確，空間被植穴切割，未來植穴擴大並設計隔柵增
加使用行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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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步道老舊損壞鋪面、加強綠化、解決樹浮根等共通問題

植栽統一外推至臨路邊，集中植栽與設施帶

連續綠帶增加視覺景觀、植物多樣性存活率

三、都市無障礙系統建置：
1.建議人行道空間應超過至1.5公尺以上
2.人行動線空間充足處，可藉由縮減車行寬度增加綠帶面積及廣場空間。

目前土壤裸露、浮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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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低衝擊開發：提升水份緩衝能力、降低暴雨衝擊
1. 透水性鋪面

2. 植生溝

3. 生態滯留單元

透水性混凝土 植生溝



15

四、低衝擊開發：提升水份緩衝能力、降低暴雨衝擊
1. 生態滯留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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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第二期施作段所需工程經費推
估約為3,200萬

 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及
地方分擔款支應
 中央補助款78%：2,496萬元
 地方分擔款22%： 70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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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階段設計階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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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修繕及植栽補植、綠美化，提高現有園道品質。

2. 使梅川沿線人本動線均可續接順暢，提供居民完整休閒場所，提高行人及自行車
安全且舒適的使用空間。

3. 保存既有植栽，並於基地範圍內廣種喬木、灌木與地被植物增加綠化量指標。

4. 提升洪水緩衝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