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發基地 LID 設施在離槽式設計整體水路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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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基地 LID 設施在槽式結合地下貯水設施 ( 筏基 ) 離槽式設計整體水路圖

開發基地 LID 設施在槽式結合地下貯水設施 ( 筏基 ) 離槽式設計
各設施單元排洪機制模擬圖 



道路人行道示範        

道路人行道之 LID 設施與雨水下水道系統連接設計流程圖

設計流程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與雨水下水道系統連接設計流程如下圖所示。

道路人行道導入 LID 設施的設計流程亦需先確認側溝 ( 集水井 ) 底部高程
可否與 LID 設施排水管出口高程銜接，一般而言，因人行道多高出道路路
面約 10~15 cm，加上其位置到側溝流徑較短，較無高程無法銜接之問題，
多可重力排除 LID 設施內蓄存水量，在設計上可依照空間大小與維管能力
選用在槽或離槽方式設計；惟道路人行道之 LID 設施若為生態滯留單元或
樹箱，一般會同時收集道路路面之地表逕流，建議仍應以在槽設計為主，
較為妥適。

而當側溝 ( 集水井 ) 之底部高程較高，則不考慮設置生態滯留單元等深度
較深之 LID 設施，而僅以透水鋪面之淺層 LID 設施進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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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各類貯留型式連接設計

(1) LID 設施在槽式設計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應以在槽設計為原則，讓地表逕流都直接流入
LID 設施內，再由設施內下埋排水管和溢流設施將雨水排往道路側溝
( 集水井 )，因能完整承接初期雨水淨化後才排入側溝，環境效益高，
但對於洪峰流量削減效益較少，所以減洪效益較低。

(2) LID 設施離槽式設計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若採離槽設計，較適用於生態滯留單元或是樹
箱，其在 LID 設施內逕流入口處設計淺溝，當低流量時地表逕流經
由淺溝收集後直接導入溢流井，並排往道路側溝；暴雨高流量時，
雨水則由淺溝溢流進入 LID 設施。

因不處理初期雨水，環境效益較低，但仍具下滲功能，貯留空間則
因為可供給高流量時調蓄，減洪效益較顯著。惟道路人行道採離槽
設計需較高建置成本，維管項目也較多，適合空間足夠且有高度淹
水風險的區域。

設計示範案例

本計畫以一般道路人行道設置 LID 設施為例，人行道寬度設為 3 m，
較車道高 15 cm，道路側溝設在道路人行道交界處的道路下方。

型態一、道路人行道 LID 採在槽式設計

在道路一側配置 LID 設施，讓洩水坡度導往此側，並透過 LID 設施
內的下埋透水管將淨化後雨水排往側溝；高流量雨水則透過溢流設
施排往側溝。在槽設施直接承接雨水逕流，透過植物根系吸收、下
滲和下埋透水管排空，達到初期雨水的貯留和淨化功能，雖減洪效
益較低，但環境保護效益高，可處理降雨初期污染 (first flush) 之雨
水，各設施單元細部縱剖面、整體水路平面配置、剖面配置及 3D 透
視如下圖所示。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在槽式設計各設施單元示意圖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在槽式設計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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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在槽式設計平面配置示意圖



型態二、道路人行道 LID 採離槽式設計

在生態滯留單元或草溝與鋪面及車道交界處設置帶狀截水槽，透過
截水槽內溝槽設計將低流量逕流導往溢流井，直接排入道路側溝，
高流量逕流則會流入 LID 設施，以達到最大滯洪效益，各設施單元
細部縱剖面、整體水路平面配置、剖面配置及 3D 透視如下圖所示。
茲就重要設施單元功能說明如下：

A、入流控制設施

透過帶狀截水槽收集低流量的人行道及道路逕流由溢流井導往道路
側溝，高流量則從截水槽內溝槽流入 LID 設施中自然下滲或透過小
管徑緩流管慢慢流往道路側溝。

B、LID 設施

平時僅承接降於設施的雨水量以維持植物生長。暴雨期高流量雨水
導入，透過表層下凹空間、介質和碎石間的孔隙滯留，並透過下方
小管徑透水管緩慢排空或下滲。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在槽式設計剖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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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離槽式設計模擬示意圖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離槽式設計平面配置示意圖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離槽式設計剖面配置示意圖

道路人行道 LID 設施離槽式設計各設施單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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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操作示範建議
道路與公共開放空間操作示範建議



6
案例操作示範

- 民生社區
- 淡海新市鎮
- 高雄新市鎮
- 文青水園水資源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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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 的設計思維應依不同尺度（適用於全區、私有土地或公共地區開
發）而有不同的 LID 設施導入原則，其共同目標為：

（1）徹底了解該地物理及生態條件：土壤屬性、水文模式、基地內
部與附近的所有自然資源

（2）專注於抑制雨水逕流

（3）就源處理

（4）融合土地使用功能以創造多功能地景

本章首先介紹 LID 導入新舊建築基地之設計原則及須知，透過建築
基地導入 LID 設施案例操作示範試算保水量及永續生態指標，確認
導入後可帶來之保水效益，接著說明道路與公共開放空間導入 LID
設施的原則。

建築基地操作示範建議

本節將說明新建與既有社區建築基地導入 LID 設施原則及須知，並
以淡海新市鎮第 1 期建築基地示範試算與檢討 LID 保水量及永續生
態指標。適用對象包括一般民眾、專業者及政府機關。

設計原則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建築基地適用原則

適用於都市設計審議地區的基地，代表所有新建建築基地與既有社
區都適用於此原則。

開挖率及建蔽率為影響 LID 設施導入建築基地的重要原因，二者決
定基地面積的室內範圍多寡，進而直接影響雨水下滲入土的程度。



低建蔽率及開挖率是 LID 導入基地的最佳條件。高建蔽率加上低
地下開挖率會比低建蔽搭配高地下開挖率適合，因大面積的屋頂
有機會導入綠屋頂等 LID 設施。其他像是加裝保水板等細節設計
手法仍可讓高建蔽及開挖率的基地有機會導入 LID。

不同階段的建築基地開發應考量以下不同原則：

新建建築基地（建照與都審申請階段）

做為建築設計師、景觀設計師與業主於討論階段時的考量依據，
也可供各縣市政府考量檢討都市設計審議規範是否應納入設置
LID 設施：

（1）新建工程設有筏基者，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4-3 條之雨水貯
集量規範，將之優先規劃置於筏式基礎坑。

（2）排出建築基地或進入筏式基礎坑之雨水，均應經過生態過
濾設施（例：雨水花園、綠屋頂、透水鋪面）以確保水質。

（3）對於降雨產生之地表水，基地應優先採開放性設計手法，
以降低公共工程排水溝之負擔： 

　▲ 高程差設計：

以窪蓄原理規劃雨水貯集空間，最佳適用範圍為開挖面上
方，尤其適用於公園、學校…等大型公共設施用地，亦可
運用於都市活動人潮相對較多之廣場空間。

　▲ 設置具優化入滲與貯水功能之 LID 設施，如：透水鋪面、
生態滯留單元、雨水花園…等。

>
低建蔽率
＋

低地下
開挖率

>
高建蔽率
＋

低地下
開挖率

>
低建蔽率
＋

高地下
開挖率

高建蔽率
＋

高地下
開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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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面層開放式保水設施配置原則：

應優先設置於基地內相對下游區位，以擴大集水面積，且應盡
量垂直逕流（坡降）方向設計，以提高設施之集水面積。

　▲ 保水設施佈設限制要素：

• 地下水位小於 1 m 之建築基地不宜設置具入滲與貯水機制之
保水設施。

• 避免設置於加油站或車流大（雙向四線道）之區域。

　▲ 受限於開挖率之建築基地，可選擇植生綠牆、開挖上方保水
板、雨水桶等其他設計手法。

（4）基地干擾最小化，如果於地下水充足之地區則不鼓勵設置地上
LID 設施。

（5）建築配置需有策略性整體思維並了解基地的地理水文，例如利
用開放空間分散地表逕流，並使之能順利導入下游設施。

現況建築與既有社區（都更階段）

現況建築及既有社區須遷就既有建築設計及使用條件，因暴雨洪水
管理將牽涉整合各種地景，故既有社區的各種現存限制條件可能帶
來最複雜的挑戰。除考量前述原則外，下列程序為既有社區導入 LID
的操作建議步驟，後文以座落於民生社區之街廓為例：

（1）檢討基地 LID 設施導入容受空間，包括：公私有界線確認、地
下室開挖範圍確認及既有開放空間配置檢討等。

（2）在導入 LID 設施時需尊重並保存既有開放空間及其功能。



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既有社區示範計算 - 以民生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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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 LID 保水量試算操作說明

透過淡海新市鎮第 1 期集合住宅都市設計審議案例，計算建築基地之保水量
作為績效評估操作之基礎。

案例背景

集合住宅大樓
使用分區 住五
基地面積 1373.42m2

建築面積 467.13m2

樓板面積 8308.35m2

建蔽率 35/34.01%
容積率 320/319.96%
樓層數 14/3

樓高 46.4m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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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落將說明 LID 導入道路與公共開放空間的設計原則及需考慮
事項。

道路設計示範以「高雄新市鎮第二期發展區」道路做為參考依據；
公共開放空間以「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細部計畫地區」內港平營區
範圍內的公六用地作為設計案例。

由於臺灣與國外的街道在土地權屬條件及使用情形上有一定程度
的差異，國外大部份的人行道空間屬公有路權，而我國受限於土
地開發方式，許多開放空間的人行道仍屬私有權屬，泰半的人行
道空間係屬私人協作產生，故公共設施開發階段 LID 設施可利用
空間以道路境界線內為主，且重於私有開放空間退縮與道路境界
線介面整合設計，提供使用者對街道與公共空間的 LID 設施規劃
設計示範更多想像空間。

導入道路設計原則

道路導入 LID 設施時，設計主要操作原則應包括下列各點：

（1）考量工程界面，尊重路權範圍線產生之施工及工期差異。

　▲ 考量施工方便性，LID 設施的尺寸應以施工機器的尺度進行考
量。

　▲ 尊重現有管線共管配置及車道空間規劃，不在車道下方及
管線箱涵上方配置 LID 設施，主要係考量避免具下滲功能
的 LID 設施在日後對管線共管空間產生影響，且車道空間
的水質污染相對較嚴重，亦不適合配置 LID 設施。

　▲ 以公私合營理念整併路權及退縮空間內的人行道與腳踏車
道空間設計，提升效率，將餘裕空間調整為綠化空間，建
構 LID 設施導入基礎。

　▲ LID 設施上方不建議種植喬木，避免降低效率及破壞設施。

道路與公共開放空間操作示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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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道路兩側土地使用分區性質差異，規劃街道空間的分配及設
計（不含車道空間）。 

　▲ 住宅區、產專區等區域為寧適性環境特質，故以雨水花園及綠
帶作為公私領域緩衝的配置原則。

　▲ 商業區、公園等強調空間流通，故以滿足購物及遊憩性等目的
做為兩側空間規劃原則。

　▲ 醫院、文教區等須考量使用者需求（如無障礙空間、幼兒學童
等），建議允許範圍內配合較寬廣之人行道，提供餘裕的活動
空間。

（3）自行車道寬度建議應依照各計畫道路調整所需大小。

（4）雙向四線道以上考量道路車量偏多，加重逕流污染，不適合使
用 LID 設施，故建議此種道路兩側退縮綠帶及設施範圍以自身
區域內之雨水逕流為預期處理目標；雙向四線道以下則建議處
理車道上之雨水逕流。

依上述規劃設計原則，說明各型街道引入 LID 設施之設計內容如右：

10 m 社區出入道路

10 m 社區出入道路因道路境界線內的空間條件不足以設置 LID 設
施，故建議於 6 m 建築退縮線與道路邊界線之間配置 1.8 m 的綠帶
與設施帶，並於其中配置植生溝以承接道路地表逕流。

鋪面人行道的雨水逕流亦經由碎石沖刷坑進入植生溝進行下滲，超
過容量之雨水則透過下埋管導至道路側溝。



10 m 社區出入道路設計示範剖面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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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 社區出入道路設計示範剖面圖 10 m 社區出入道路設計示範平剖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20 m 社區集散道路

以住宅區與公園交界處之 20 m 道路作為示範，提供該區域大面積的
舒適綠蔭空間；臨公園側道路邊界線內規劃 2.5 m 人行與自行車混
合使用，考量使用情況，設置 2 m 機慢車專用道及 4 m 混合車道，
中央則保留 3 m 寬的綠帶作為整體街道空間的基本架構。

植生溝設置於道路中央，並將排水坡度導向中間以承接降雨逕流；
另於人行道上設置透水鋪面減少自身雨水逕流的產生；退縮線側之
雨水逕流則建議於公園用地配置植生溝或滯留單元處理。6 m 建築
退縮帶建議配置植生型 LID 設施承接地兩側 2 m 人行道之地表逕流。

20 m 社區集散道路設計示範剖面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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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 社區集散道路設計示範平剖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30 m 次要道路

以產專區與公園交界處 30 m 道路做道路為示範。臨產專區側，
考慮了該區域的產業性質，道路邊界線內以 3.25 m 的綠帶與設
施帶做為車道與人行自行車道的中介；再於雙側車道中間配置行
道樹帶，以達到均衡的街道綠化配置。行車道路區域上以 2 線道
的快車道做交通上的配置設定。

30 m 次要道路設計示範平剖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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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 聯外道路

取住宅區與高架國道交界處之 40 m 道路為示範。針對此區為交通量
較為龐大的住宅區域，以寬廣的綠帶分隔島阻隔高架道路側之噪音
提升住宅區生活品質，再以配置大量行道樹與停車格的綠帶與設施
帶做為加強區域基礎綠化與生活機能之介面。

行車道路以 2 線道的快車道與 1 線道混合車道做交通上的設定。道
路中間之綠帶分隔島擔任主要承接道路雨水逕流的角色，側邊的滯
留介質單元接收雨水後外排及下滲；人行道產生之逕流則側排至透
水鋪面人行道及綠帶及設施帶。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３0 m 次要道路設計示範剖面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40 m 聯外道路設計示範平剖圖

40 m 聯外道路設計示範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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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 聯外道路

50 m 聯外道路主要以滯留單元與行道樹帶交錯配置的方式安排
此區域道路空間，此配置能均勻承接道路面大量的雨水逕流外也
顧及道路遮陰，基礎綠化與處理雨水兼具的策略。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50 m 聯外道路設計示範平剖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50 m 聯外道路設計示範剖面圖

60 m 主要道路設計示範剖面圖

60 m 主要道路

60 m 主要道路普遍都有完整的綠帶可設置各種 LID 設施，本案以
60 m 中央園道做示範配置。中央分隔島綠帶與人行道側綠帶與設施
帶為主要處理道路徑流的區域，設置大面積滯留單元不僅提供景觀
上多樣性、承接雨水逕流等功能，更置入少許停車空間及廣場機能
滿足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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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m 主要道路設計示範
平剖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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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 設施導入公共開放空間說明

文青水園水資源回收中心

文青水園水資源回收中心在配置上將水處理設施地下化，地面開放
空間導入低衝擊開發設施，打造生態景觀公園，提供民眾休憩空間
的同時，讓這些空間具改善水質及減少暴雨逕流量等環境效益。

綠屋頂採用粗放型，不需頻繁維護及配置灌溉系統，屬低維護需求
且有效率的暴雨管理系統。薄型生態滯留單元配置於相對平坦及腹
地廣的區域，主要收集邊坡逕流雨水。透水鋪面設計分為停車場及
步道設計，停車場採用透水瀝青工法，步道採用混凝土透水磚工法。
其他 LID 設施包含植生溝、樹箱過濾設施、滲透側溝及滲透陰井。

文青水園水資源回收中心平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淡海新市鎮公六公園

公六公園是「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細部計畫地區」內港平營區範圍
內大面積綠地開放空間，地面開放空間導入 LID 設施，搭配滯洪
池及雨水花園，打造生態景觀公園搭配並設置林間小徑環繞，提
供民眾休憩空間的同時，讓這些空間具改善水質及減少暴雨逕流
量等環境效益。考量到港平營區的出流管制需求，公園北側設置
滯洪池，南區則以維持現況原始林相為主要目標。

由於 LID 設施與滯洪設施之目標不完全相同，需透過分流設施妥
善分配，當降雨量較小時雨水可進入 LID 設施，兼顧削減逕流與
淨化水質，大雨時方導入滯洪設施，以確保有足夠滯洪空間容納
峰值雨水。而滯洪空間衍伸出的界面盡量以緩坡處理，若空間不
足則以複層或垂直綠化方式美化，以減少景觀破壞。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淡海新市鎮公六公園 3D 水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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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配置配合既有喬木保留，南區也透過移植及種植延續林蔭公
園的意象，地形部分因為雨水花園需下挖，且內部介質與碎石層
皆須替換，挖方深度會達到約 90 cm 深，所以配合挖填平衡於西
南側堆出一塊小丘；步道系統將區內散步動線繞往雨水花園，讓
民眾有接近了解雨水花園的機會，次要體驗動線則以木棧道及碎
石鋪面提供靠近雨水花園觀測生態的可能性。

集水分區劃分主要考量雨水來自道路硬鋪面及北側斜坡，建議拆
分成因地制宜的三區雨水花園。雨水花園 A 為小型單元雨水花園，
主要承接基地本身的逕流以及穿越道路的逕流。雨水花園 B 與道
路北側的礫石沖刷坑主要承接基地內斜坡處的逕流以及南側區塊
東半部的地表逕流，北側因坡度較陡，逕流較急，所以配置礫石
消能槽。雨水花園 C 為小型單元型雨水花園，承接南側區塊西半
部的地表逕流外，亦保持未來承接與住三連結步道的逕流。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淡海新市鎮公六公園剖面圖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淡海新市鎮公六公園集水分區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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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池旁退縮人行道搭配透水鋪面，並且在到人行道及車道間安
排雨水花園，接收道路的地表逕流，同時兼顧道路的美觀及步行
空間品質。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由手冊編制團隊自行繪製

淡海新市鎮公六公園雨水花園剖面圖

淡海新市鎮公六公園外側人行道 3D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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