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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品說明 

第一節 設計構想及運作說明 

本組作品透過風、藍、綠帶三種規劃手法環環相扣達到都是正面微氣候之循

環。 

一、風帶 

(一)行道樹： 

1. 道路旁行道樹：雖然從大面積土地的取得不易，但卻可以從小面積著手，

將都市內部綠點分布提高，相對成本較低，有能有對都市微氣候有一定

的幫助。行道樹的種植路線配合著風的行走路線，進而降低風廊的溫度。

亦可利用行道樹創造生態綠軸，使人們能夠在城市中，利用這些綠色小

徑、在綠蔭下騎腳踏車，而不受幹道交通所干擾。 

 

圖 1-1-1 模型實拍-行道樹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2. 高樓建物旁的行道樹：減緩角流區的從上而下的快速風向，增加行人的

舒適度 

 

圖 1-1-2 角流區行道樹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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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種選擇： 

(1) 草皮(吸收太陽的幅射熱，蒸散作用， 降低地表溫度) 

A. 設計方式：在建築物周圍種植草皮並且配合建築物的低窗，則可藉

由風場帶入建築物內，形成一股涼風。 

B. 規劃範圍：桃園區規劃區域內之公園綠地大範圍鋪設，達成綠點分

佈降低溫度效果。 

(2) 灌木叢 

A. 樹種：春-海桐、夏-野牡丹、秋-桂花、冬-小葉冬青 

B. 設計方式：建築物 4m左右之距離，其位置可產生下壓風並可透過

窗戶吹送至建築物內部，而形成良好的降溫效果。 

(3) 依桃園市建議植栽樹種選殖如下： 

A. 樹種： 

a. 大喬木之常綠樹種-黃槿（春夏花果） 

b. 小喬木之常綠樹種-台灣海桐（夏、秋季開花） 

c. 大喬木之半落葉樹種-黃連木（春季開花） 

d. 大喬木之落葉樹種-楓香（春季開花） 

e. 小喬木之落葉樹種-臺灣海棗（秋季開花） 

B. 設計方式：注意其植栽的間距，太密集的樹林會使空氣滯留，不利

通風。 

C. 種植範圍：依照桃園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建議道路達 20

公尺以上種植行道樹。 

D. 種植間距：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總局所編定的《行道樹栽植

與維護管理作業手冊》建議 8-10公尺。 

 
圖 1-1-3 桃園區規劃區域植栽種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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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 

1. 綠屋頂：以綠點方式，最佳化利用每個空間來增加城市綠覆率。 

2. 坐向：建物坐向配合當地季風，創造完整風廊與藍綠帶連接為城市

重點脈絡。因此本組基地夏季長年風向為西南季風，建物設計時不

只是以單點尺度做設計，更是要考量整體規劃區域，坐向以西北向

作為主要方向並留設風洞，創造完整風廊。 

 

圖 1-1-4 建物坐向配合風向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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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風場規劃的第一類規劃方式，本組針對規劃範圍分析建物方向及樓層，

拉出與桃園長年風向違背的建物以作分析規劃。  

將規劃範圍分為紅綠藍三區，如圖 1-1-4 而後將違背西南風向的建築物（西

北方）標注顏色較深。 

 

圖 1-1-4 研究範圍分區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1) 綠區域 1: 

A. 西北建物方向及建物樓層分佈：如圖 1-1-5（以深色表示）、1-1-6。 

 

 

圖 1-1-5 建築物方向為西北向範圍 圖 1-1-6 建築物樓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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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D建物圖： 

 

圖 1-1-7 3D建物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C. 總和分析： 

可觀測並無任何一棟房子超過 15層樓，因此對於風場風向無方向性之

改變，較需考慮圖一圈起來部分之建物分佈規劃，因其圈起部分是對應至

3D建物圖較密集的分佈使風不易大片穿越過造成風速越快之地區。 

(2) 藍區域 2： 

A. 西北建物方向及建物樓層分佈： 

 
 

圖 1-1-8 建築物方向為西北向範圍 圖 1-1-9 建築物樓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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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D建物圖： 

 

圖 1-1-10 3D建物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C. 總和分析： 

藍區域迎風向的右側區域(如圖1-1-8紅圈位置)建物高度及密集程度，

較有可能造成藍色左側區域通風阻礙，為規劃考量之優先重點 。 

(3) 紅區域 2： 

A. 西北建物方向及建物樓層分佈： 

  

圖 1-1-11 建築物方向為西北向範圍 圖 1-1-12 建築物樓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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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D建物圖： 

 

圖 1-1-13 3D建物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C. 總和分析： 

紅色區域為綜合規劃區域裡較多高於 15層樓的地區，因此如圖 1-1-11

所劃設紅圈位置，是綜合考量方向及樓層高度的優先規劃重點。 

 

根據上述三個綜合分析後，針對建物密集處本組將做風場植栽規劃。圖

1-1-14所示，其中 windbreak可看作是建物（或一實質硬體設施）當風吹向

其時，可分做三部分來觀察風速的變化。1區為臨風面，在接近地面會有小型

風場；2區為角流區（corner streams）在此區域，風速會迅速增快，形成快

風區域。3區為背風面，距離隨著越遠漸漸回歸為原本風速。 

 

圖 1-1-14 建物影響風速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Weather in the city, 2015. 

針對 2區的快速風場我們將利用植栽當風效果做減緩，詳細規劃於下方一

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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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組規劃區域的桃園區之商業區，建物分佈緊密。本組針對街廓區塊

做規劃單位，將區塊的建物做間距加大之規劃，將街廓以顏色區分為如圖

1-1-15 之建物分布圖，共分八區依據特性規劃，使得風速下降有顯著效果。 

 

圖 1-1-15 桃園區規劃區域建物分佈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Ａ、Ｅ及 F 區：航照圖如圖 1-1-16 本區一線調結果，多屬住宅使用，由屬

西南方之建物分佈最緊密。建議設計除在中山路種植第一節所設計的行道樹外，

在建物本身自然通風系統做對流設計改變。 

 

圖 1-1-16 Ａ、Ｅ及 F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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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Ｃ區：航照圖如圖 1-1-17此區多商業用途，因此一樓多屬商家，然而根

據線調結果許多一樓商家在一樓騎樓處又增加了隔板，把公共區域化為自家用

地。因此本組建議第一步須改善一樓公共區域私人化之情況，以避免因為隔板

或是其他物體，壓窄風流經過，增加風速，減緩降溫效果。 

 

圖 1-1-17 B、Ｃ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組繪製 

 

G、Ｈ區：Ｇ區為規劃區域內建物較少之區域，因為大部分區域面積被國

小及公園所佔，因此在此區的通風降溫效果較好，風速較緩慢，而將導致影響

為Ｇ區東邊的Ｈ區風大都在Ｇ區做較緩風速的動作，因此本區除前述所提到的

行道樹規劃，將不會另外設計額外手法。 

Ｄ區：本區位於桃園火車站前的黃金地段商業區，也是樓層數相對較高之區

域。本區將針對大型喬木並且樹葉較大的樹種，在建物與建物之間道路兩出口種

植，為要達到擋風之效果。使得即使風速因為建物與建物距離較近，但一經過建

物出口的大型喬木，風速被擋，緩降下來，進行更多能量交換，降低都市溫度。 

 

針對以上全部桃園區風帶分析，本組將針對指導其都市規劃的都市計畫書、

都市審議要點、各項規則條例等等著手修改。  

一. 都市計畫書之變更計畫內容： 

(一) 公共設施計畫： 

公共設施計畫配置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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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車場用地:原計畫未劃設停車場用地，為配合商業與休憩活動衍

生之停車需求，劃設停車場用地一處，面積為 0.38 公頃，占計畫

總面積 0.81%。而停車場採用透水性鋪面及排水設施互相配合。 

2.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之市區道路透水性鋪面使用手冊規定，車道及停

車場鋪面要確認其地質條件、路基乘載立及浸水強度變化、路基的

滲透性、鄰近結構物及地下管線之考量、排水設施的調查、水文環

境調查及交通量調查等等。  

3. 公園用地:原計畫面積 1.33公頃，為配合防汛需求及休憩軸線連續，

於河川區兩側適當地點留設公園用地，並配合規劃合理性調整名稱，

劃設公園用地面積 4.69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10.00%。  

4. 綠地用地:原計畫未劃設綠地用地，為開設適當開放空間，創造風

廊行進並搭配植栽遮蔭，劃設綠地用地面積 0.92 公頃，占計畫總

面積 1.95%。 

 內政部營建署之建築管理組第八節： 

第八節 日照、採光、通風、節約能源，特別針對通風設定規則做增加。 

原規定： 

表 1-1-1 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三條 

第

四

十

三

條 

（通風）居室應設置能與戶外空氣直接流通之窗戶或開口，或有效之自然

通風設備或機械通風設備，並應依左列規定： 

一、一般居室及浴廁之窗戶或開口之有效通風面積，不得小於該室樓地板

面積百分之五，但設置符合規定之自然或機械通風設備者不在此限。 

二、廚房之有效通風開口面積，不得小於該室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且不

得小於○‧八平方公尺，但設置符合規定之機械通風設備者不在此

限。廚房樓地板面積在一○○平方公尺以上者，應另設排除油煙設備。 

有效通風面積未達該室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之戲院、電影院、演藝場集會

堂等之觀眾席及使用爐灶等燃燒設備之鍋爐間、工作室等，應依建築設備

編之規定設置適當之機械通風設備，但所使用之燃燒器具與設備可直接自

戶外導進空氣，並能將所發生之廢氣物，直接排至戶外而無污染室內空氣

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 

 

表 1-1-2 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四條 

第

四

十

四

條 

（自然通風設備之構造）自然通風設備之構造應依左列規定： 

一、應具有防雨、防蟲作用之進風口，排風口及排風管道。 

二、排風管道應以不燃材料建造，管道應儘可能豎立並直通戶外。除頂部

及一個排風口外，不得另設其他開口，一般居室及無窗居室之排風管

有效斷面積不得小於左列公式之計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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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f  

Ａv=──── 

     250√h 

其中 Av：排風管之有效斷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 

Af：居室之樓地板面積（該居室設有其他有效通風開口時應為該居室樓地

板面積減去有效通風面積二十倍後之差），單位為平方公尺。 

h：自進風口中心量至排風管頂部出口中心之高度，單位為公尺。 

三、進風口及排風口之有效面積不得小於排風管之有效斷面積。 

四、進風口之位置應設於天花板高度二分之一以下部份，並開向與空氣直

流通之空間。 

排風口之位置應設於天花板下八十公分範圍內，並經常開放。 

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 

 

表 1-1-3 建築技術規則第四十三條 

第

四

十

五

條 

建築物外牆開設門窗、開口，廢氣排出口或陽臺等，依下列規定： 

一、門窗之開啟均不得妨礙公共交通。 

二、緊接鄰地之外牆不得向鄰地方向開設門窗、開口及設置陽臺。但外

牆或陽臺外緣距離境界線之水平距離達一公尺以上時，或以不能透

視之固定玻璃磚砌築者，不在此限。 

三、同一基地內各幢建築物間或同一幢建築物內相對部份之外牆開設門

窗、開口或陽臺，其相對之水平淨距離應在二公尺以上；僅一面開

設者，其水平淨距離應在一公尺以上。但以不透視之固定玻璃磚砌

築者，不在此限。 

四、向鄰地或鄰幢建築物，或同一幢建築物內之相對部分，裝設廢氣排

出口，其距離境界線或相對之水平淨距離應在二公尺以上。 

五、建築物使用用途為 H-2、D-3、F-3組者，外牆設置開啟式窗戶之窗

臺高度不得小於 1.1公尺；十層以上不得小於 1.2公尺。但其鄰接

露臺、陽臺、室外走廊、室外樓梯、室內天井，或設有符合本編第

三十八條規定之欄杆、依本編第一百零八條規定設置之緊急進口

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 

 

新增規則： 

第四十五之一條:配合桃園區之常年風向（西南風-東北風），建物設計依下列規

定： 

一、坐向以西南方為主，並基地內各幢建物建物外牆彼此之間至少留設一公

尺。 

二、若有與長年方向相抵之建物群（應盡量避免），要開設開口讓風道通過。（開



 

 

12 

口行狀、大小、形式將針對不同建物模擬風洞實驗而有不同規定） 

3. 騎樓風洞：利用基地建物特性，騎樓成為風洞，增加風廊寬度，減

緩都市熱島效應。 

4. 建材塗料：以 cool roof概念，建物穿上反射塗料，成為一棟又一

棟的都市”涼”點 

二、藍帶 

(一)河濱公園： 

扮演緩和作用，城市行道樹將風廊引導進東門溪；暖風經過緩和後的涼

風再次吹入都市後，而後進到南崁溪河濱公園再次做緩和，利用『城市>綠

帶>藍帶>城市>綠帶>藍帶』，此一公式成功引導『沁綠趣熱新桃園』的誕生。 

 

 

 

圖 1-1-18 騎樓建物之風洞創造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圖 1-1-19 河濱公園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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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韌性加強： 

南崁溪河濱階梯式公園，在平日時為民眾休閒踏青場所，在大雨時作為

蓄洪池的大面積滯留動作，有效降低災害風險發生。 

三、綠帶 

(一)綠廊：利用綠廊屬都市中溫度較低之特性，配合風廊走向進而降低風的

溫度；透過被降溫的風行徑城市中，進而帶走城市熱能。 

 

 

圖 1-1-20 滯留池（河濱階梯式公園）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圖 1-1-21 都市綠風廊 

資料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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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品材料說明 

本組利用兩種方式作為規劃呈現，分別為模型製作以及 3D動畫示意說明。 

一、 模型製作分別製作大模型（200cm * 190 cm）以及小模型（160 cm 

* 120 cm），大模型為表示整體規劃區域的風帶、藍帶、綠帶彼此

串連關係，而小模型則更聚焦在桃園市中心裡的風帶行走風向，並

且使用了 3種不同顏色的 LED燈（紅、黃、藍）表示風帶在市中心

行走時的溫度變化，而燈條方向表示風帶在城市裡的行走方向。  

二、 3D動畫示意：模擬了風的角度直接透過 3D動畫進到都市裡並模擬

各規劃手法的實際呈現成果，來具體化各規劃理念的呈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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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作特點與創意說明 

本組為回應上述問題，將聚焦在『降溫』的議題上。如何使即便在不斷發展

及擴張的城市擁有正面的微氣候，挑戰“發展中都市就必造成都市熱島效應”既

定印象，將全新想法帶入現有的都市規劃手法。  

本組針對不同面向再次探討都市規劃手法的更全面及完善想法： 

1. 範圍：不只基地本身的條件考量，更了解鄰近範圍的環境限制及優勢，

善用周邊地理、文化、環境特色等。 

2. 資源：有效利用當地既有資源及最小再開發資源，不僅能提出量身打造

的專屬提案，也減少運送途中的碳排放及避免為了永續發展的開發而更

大的破壞或垃圾製造。 

3. 串連：規劃手法若僅是以條列的分散式提出將不完全，若能以先後串連

彼此概念，將能達到問題解決的核心。 

本組發想以『風』為主要元素規劃，透過風場創意規劃來達到主要目的。都

市風場影響都市之降溫效果，從兩方面下去著手探討；第一方面是風的行進方向。

風可以有效帶走懸浮微粒並進行熱能量交換，而根據研究顯示，超過 15樓以上

之密集建物將會對都是境內之風吹向有所影響，包含下切氣流、建築物尾流、穿

堂風等等。因此針對改變建物坐向，讓建物坐向配合當地風場，串連鄰近地區的

地理條件，串連整體都市風向來達到其降溫或改善空氣品質；第二種方法，為要

因地制宜桃園區風場的特色，即為針對風場的強度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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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作品應用範圍及發展潛能 

本組作品分為兩部分作為應用。 由於規劃基地－桃園市為於已開發區域，

亦即很多屬已建成區，要整體重新設計在短期內較不容易實施，因此分為理念性

指導以及實際性改變措施作為預期效果。   

第一部分作為指導規劃綱要：大多風帶設計如建築坐向規劃，建物彼此寬度

留設以及建物設計大都屬於此規劃綱要，亦即本組提出的規劃手法皆為期待政府、

都市規劃技師、及業界作為城市後續規劃能慢慢朝向此方向做設計。  開始把本

組所提倡的風帶設計理念影響城市內熱能轉換議題考慮進去。 

第二部分即是建議桃園市政府實際規劃方法考量：本組根據現調結果以及理

論研究所提出的綠帶及藍帶設計，包含行道樹種植方式距離、藍帶階梯式河濱公

園設計及建物塗料規範等，皆為較細節針對性的建議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