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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載美國太空總署指出，2016年 7月及 9月溫度創下史上高溫紀錄，甚至 2016年可能成

為史上最熱的一年，難怪 2016年臺電用電備轉容量率屢創新低，如何抵抗全球暖化現象加劇及

用電不足窘境可說是目前全民的運動。綜觀臺灣都市到處可見屋頂鐵皮加蓋的亂象，除了屋主

違規使用外，另一個可能是頂樓夏天太熱且經常漏水乾脆搭蓋鐵皮隔熱防漏設施來遮蔽，如果

懂得建築法規或許會循建管程序提出申請，不然可能會隨時被當作違建而面臨被拆除的命運，

與其鐵皮加蓋被拆除，不如多學點技巧花點心思來設置綠屋頂。

本書出版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肩負推動國內綠建築節能發展的使命，曾出版相當多類似

的技術或評估參考手冊。第一章「全球都在推動綠屋頂」開宗明義的跟大家指出為什麼要推動

綠屋頂，主要從大環境的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到局部地區的都市熱島效應之影響及形成原因

來跟大家做說明，而綠屋頂即是解決都市熱島效應最容易的辦法，更具有滯洪防澇、隔熱節能、

美化屋頂成為地標景點、療育庭園、休憩空間、屋頂農園等多項附加效益。

第二章「綠屋頂的第一個決定」，第一節主要在介紹一般對屋頂是否適合施作綠屋頂的評

估要件，可從下列因素來考慮：1.建築物條件；2.屋頂防水排水狀況；3.屋頂可使用面積；4.氣

候條件；5.日後的維護管理，本書最後一頁附錄四提供「綠屋頂施作基地簡易評估表」讓業主

自我檢視基地狀況是否須先補強屋頂再行施作；第二節（第 42頁標題誤植為第二章）簡單介紹

綠屋頂主要按植栽種類、介質厚度及功能使用區分等分為薄層綠屋頂、盆缽型綠屋頂及庭園綠

屋頂三種型式，並佐以國內外案例照片；第三節（第 63頁標題未和目錄一致加註第三節，下方

評估表應為第一節的附表）很醒目的從設置目的、特徵、施作需求、機能、建議場所、維護管

理及選擇要點等層面來針對三種綠屋頂型式做比較，以供評估慎選適合的施作型式。

第三章「綠屋頂的規劃設計」則介紹三種綠屋頂型式的主要結構，所附結構剖面圖更是讓

人一目暸然各種型式的基本結構在屋頂樓板上方從下而上不外乎包含防水層、阻根層（工法

層）、蓄／排水層、介質層、植栽層⋯⋯等。比較特別的是盆缽型綠屋頂的第二層為工法層（盆

缽容器）與另外兩種綠屋頂型式的阻根層不同，盆缽容器不僅具有可移動性且其底部下方與樓

板具有適當距離可避免長期積水現象及根系破壞樓板結構問題。

第四章「綠屋頂的成敗關鍵要素」為本書的精華內容所在，第一節〈建築與環境因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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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把第二章第一節綠屋頂的評估要件再進一步條列說明，並建議綠屋頂設計施工宜委由合格

設計施工廠商來進行並由專業團體進行複驗，以確保綠屋頂施作成功。第二節〈綠屋頂構造因

素〉則是針對第三章三種不同綠屋頂型式的構造要素來進一步說明，不過其說明反而是在樓板

上方由上而下先介紹植栽層再介紹介質層、蓄／排水層、阻根層、防水層⋯⋯等；有關植栽的

選用原則，可依不同綠屋頂型式加以考慮植栽高度、植株根系、耐修剪或生長緩慢⋯⋯等因素；

在植物種類方面，薄層綠屋頂可選擇多肉植物類、地被植物類、灌木類、香草植物類、臺灣原

生質物及草坪等，盆缽型可選擇蔬菜類、草花類⋯⋯等，庭園型可選擇藤蔓植物類、灌木類、

喬木類⋯⋯等，各種植物種類更有照片及表格說明其生長特性、光照條件及適種地區；在介質

種類方面，針對三種綠屋頂型式分別以表格說明介質之理化特性理想標準，甚至有附上各種介

質照片並說明其特質，以供按圖索驥參考選用；蓄／排水層依不同綠屋頂型式而有不同材料及

作法；阻根層主要防止植物根系破壞防水層，可採用瀝青防水毯或植生導根板；防水層主要防

止雨水或澆灌水滲透至樓板，可採用剛性防水、柔性防水、塗膜防水及阻根防水層等材料工法；

除了前面的工法技術關鍵要素，還要有後續的維護保養，必須考量不同綠屋頂型式而設置適合

的澆灌方式，而且還要有修剪、水電等費用的支持。第三節〈綠屋頂失敗的原因〉再次重申國

際上各國推廣綠屋頂的成效，並以圖示說明日本綠屋頂主要失敗原因所占比例：防水（15%）、

排水（25%）、土壤（22%）、澆水灌溉（19%）及植物（19%），可見大多來自排水不良所致；

至於臺灣綠屋頂失敗原因則有防水失效、排水不良、介質錯誤、維運不善⋯⋯等問題，提供業

主防患未然參考。

本書前四章透過圖文並茂深入淺出介紹綠屋頂的種種，對於未來想要實際操作的業主可說

是一本很好的工具書甚至是指南；最後第五章「指標案例深入介紹」，分別說明 3件政府及 3

件民間之綠屋頂案例施作歷程，不僅讓民眾了解機關學校的努力實績，更了解到社區及公司也

應有社會責任。出版機關透過這本書不僅可讓民眾了解什麼是綠屋頂及其重要性，更是一個很

好的政策宣導途徑。

呼應序中何所長所言：「針對綠屋頂綠化規劃設計、工法技術及後續維護管理進行資料蒐集、

評估與分析⋯⋯」，本書第二章所述倒是比較像規劃設計的內容，而第三章所述比較像是工法

技術的細部圖說（detail），第四章的內容雖是補充第三章的說明，但有些內容似乎有重複之處，

建議未來再版相關章節名稱及內容或許可稍作調整。第 28頁雖有綠屋頂隔熱降溫實測案例，如

能進一步蒐集提供屋頂正下方樓層的單位樓地板面積可節省之空調耗電量或各種綠屋頂工法技

術之單價分析表則更臻完善。附錄二所列綠屋頂獎勵辦法大多規範新建建築物，對於老舊建築

物來講，綠屋頂的建置經費動輒上百萬元，可說是一筆很大的開銷。目前中央政府機關雖可透

過「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補助計畫」來申請屋頂隔熱（綠屋頂）節能改善，惟往往僧多粥少，

若能提供更多的補助案件或經費，則可創造更多的示範效益；至於民間雖有部分地方政府針對

社區大樓設置綠屋頂進行補助措施，若亦能提高補助比例或經費，相信對於地球永續環保的推

動將更具加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