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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介面處理及注意事項 

捷運車站與開發大樓未來細部設計須依「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

計準則」辦理，其銜接介面應注意事項： 

一、 為掌握鄰近設施及建物之穩定及安全，應配置監測系統，隨時觀測記錄大樓施

工前後之變化，以確保開發共構大樓施工階段之結構安全性。 

二、 開發大樓地下室屬深開挖，需評估對捷運設施影響，若有需要應施作必要地盤

改良及已完成捷運結構保護處理。 

三、 基地內擋土壁設施的形狀應力求封閉，以利未來開挖階段基地內地盤穩定，位

於基地內之擋土壁設施，應形成封閉構成開挖條件，爾後開挖支撐並施築銜接

結構體，並執行介面防水處理。 

四、 捷運開發共構大樓與地下車站間以連通道銜接，在結構系統規劃上為兩種不同

型式且個別獨立穩定的系統，分屬不同振動單元，開發共構大樓、地下車站站

體之連通道間不採剛接(RIGID CONNECTION)，而係配置為伸縮縫以避免發生碰

撞，使兩結構系統得以獨立，保留日後開發共構大樓最大設計彈性，避免受到

結構系統配置限制。 

五、 開發大樓之捷運設施需依據法規及標準 (依最新版本規定辦理) 

(一) 捷運局編訂之“水電工程設計準則”  

(二) 捷運局編訂之“中運量系統土建水環固定設施規劃手冊”  

(三) 捷運局編訂之“接地、搭接與防蝕實作規定”  

(四) 捷運局編訂之“消防設計準則”  

(五) 內政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六)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七) 建築技術規則(CBC)  

(八) 美國國家電氣法規， (NATIONAL  ELECTRICAL CODE) 

(九) 美國國家消防協會 (NFPA) 

(十)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 

(十一)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設施介面設計準則 

 

3.1 防洪 

CF680B 區段標包含 Y20 車站(不含)至 Y23 車站(含)間潛盾隧道及 Y21、Y22 及

Y23 車站之土建、水電及環控工程，其設計範圍起自 Y20 站(不含)之中山一路經集

賢路至 Y23 站(含)止，如圖 1.2-1 所示，相關工程簡述如下： 

一、 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共構之防洪設計，係依據業主「土建水環固定設施需求規

劃設計手冊(最新版本)」之規定，並基於「大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係於本聯合

開發大樓正式營運前完成之假設而設計。 

二、 開發大樓施工用臨時管線，應與捷運既有管線分離，不得連通及共用，且應向

當地有關單位申請辦理施工，經勘驗後方得使用。 

三、 開發大樓與 Y23 站連通部分，於施工中須考慮設防洪牆阻隔，應待本開發大

樓之捷運出入口結構完成達到防洪標準，且封閉所有外露管線開口後，方可敲

除該防洪牆。 

四、 開發大樓建築物地面開口若與捷運車站出入口銜接，防洪重點應考慮出入口地

面層或位於地下層之車站轉乘空間等營運必要設施。 

五、 目前規劃開發大樓地面層只配置樓梯、電扶梯及無障礙電梯，穿堂層設備與機

電設施均設置於地下樓層。地面層設置集賢路出入口 B，為道路旅客進出唯一

選擇，考量洪災解除後須立即營運，原則上車站出入口必須以 200 年洪水位加

1.1m 為防洪保護需求，開發大樓出入口若與車站出入口連通者需比照相同標

準設計。 

六、 設計防洪高程：出入口B臨 30m集賢路，門檻高程需高於 200年洪水位加 0.15m，

且高於相鄰人行道或地面 60cm 以上，如有機電設施則需符合 200 年洪水位加

1.1m。100 年洪水位為 103.16m，100 年洪水位加 0.15m 為 103.31m。200 年洪

水位為 103.16m，200 年洪水位加 1.1m 為 104.26m。 

七、 未來若有其他單位欲申請與捷運車站連通，應依據捷運系統規劃手冊(包含設

計準則)與建管、消防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包含防火、防洪等設施設備之建

置)。 

八、 依據業主提供之「土建水環固定設施需求規劃設計手冊」(最新版本)章節 2.2.7
及 2.2.8，將作為執行細部設計依據之一，Y23 車站基地建議設計高程如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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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Y23 車站建議設計高程表】 

車

站 
本開發用地

(出入口別) 
200 年 

洪水位+0.0 
200 年 

洪水位+1.10 
鄰近人行道

現況高程 
出入口門檻

設計高程 
出入口防洪閘

門最小高度 

Y23 
捷運開發區 
(出入口 B) 

103.16M 104.26 M 102.40M 
103.20M 

(+0.8) 
104.40 M 

(+1.2) 
註 1：”( )”內為開發大樓入口連接車站出入口者，將採用與車站相同之防洪標準之設計依據，但相鄰之

分隔牆應檢討足夠之抗水壓強度設計。 
註 2：” 開發大樓入口連接車站出入口者，出入口平台將採用與車站相同之防洪平台設計高程 60 公分

高度，不足 200 年洪水位+1.10m 者再以防洪閘門補足高程。 
 

3.2 防火 

開發大樓與共構的捷運出入口與車站主體連通，連通處空間應與穿堂層同高，

減少空間壓迫感，分隔處宜使用穿透式設計或材質處理。開發大樓與捷運設施間需

以具有三小時防火時效 RC 牆分隔並各自獨立，管線不得貫穿兩側空間。如開發大樓

內部空間與車站連通，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十一章「地下建築物」篇各項規定辦理，

並應設置三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門或捲門，以創造開敞優質公共空間，開發大樓之

火警警報及對講機系統訊號應與捷運站相互連通，互傳訊號。 

 

3.3 管道間及管線設置 

一、 捷運設施與開發大樓各設備原則不得有開口或管道(線)互相穿越，亦不共用機

房、管道及銜接來源。 

 

二、 開發大樓之廁所及茶水間等，不可設置於捷運重要電氣機房上方。 

 

3.4 冷卻水塔及水電環控施工界面 

一、冷卻水塔 

本捷運開發區基地並無設置冷卻水塔於開發大樓內部空間。 
 

二、水電環控 

(一) 捷運車站已設置獨立空調、通風、排煙以及自動控制系統等，所有系統均設置

於捷運設施內。故未來開發大樓環控系統須參考預留之機房、通風口等，由投

資人依其需求另行做完整設計。 

(二) 廠商施工使用之捷運設施設備規範，應不亞於捷運施工技術規範規定要求。 

 

三、與捷運車站水電施工界面 

(一) 捷運設施所需之預埋管線(例:電力、電信、自來水、排水、消防五大外管線之預

埋管、防洪閘門、電梯及電扶梯機坑用電源及通訊管、排水管線及預埋接地銅

排及接地網、1F 捷運 Logo 用電源管…等)，開發大樓設計者須套繪於開發大樓

土建工程之預埋管線內，施作前並與捷運水電施工廠商協調確認。 

(二) 開發大樓自用電力、電信、自來水、排水、消防、瓦斯及火警系統等，將由開

發大樓統包廠商負責安裝。捷運車站與開發大樓區域之間相互通報火警及對講

機所需之管線，將由各自水電工程施工廠商安裝至責任分界點，供未來交互通

報；捷運車站火警受信總機至分界點間之連接電纜、監控模組及箱體，將由捷

運水電工程施工廠商施作位於天花板上方界面接線盒，責任分界介面點位置，

將由各自水電施工廠商協調確認。 

(三) 開發大樓設計時，須提供車站與開發大樓位於天花板上之分界處，預留對講機

管線及接線盒，供未來捷運銜接，分界處位置將由各自水電施工廠商協調確認。 

(四) 捷運車站延伸進入開發大樓捷運範圍內之非埋設機電管線，由業主自行負責設

計，由捷運水電工程施工廠商負責施作，捷運工程留設於開發大樓捷運範圍之

機電設備如排水幫浦控制盤等位置，開發大樓工程須配合捷運工程之需求預留

設置在 1F 出入口平台側牆面上，其位置應與捷運水電施工廠商協調確認。 

 

3.5  轉乘停車設施及公共停車位 

本捷運開發區基地並無設置轉乘設施與公共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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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開發大樓與捷運車站連通可能性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土地開發計畫所興建之開發建築物，若未來開發大樓投資者

申請連通，應於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相關法令規定申請開發時，即於開發建議

書提出連通計畫，並經主管機關核定為土地開發計畫，如為開發完成後提出，則應

依「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與地下街設施連通建築物收費辦法」及「臺北市大眾捷運

系統與地下街設施移設及連通申請自治條例」辦理。 

 

3.7 其他土地開發細部設計應注意事項 

一、 通則 

(一) 因應未來開發大樓興建，本報告書與相關圖面中已作某些合理的假設，但對開

發大樓未來之發展性，如工期成本、市場銷售、營運獲利等，均由開發大樓投

資人負責規劃及設計。  

(二) 未來土地開發之設計者進行開發大樓細部設計前，務必詳閱由業主提供之土地

開發設計及界面報告書、圖及相關資料，並與業主討論設計構想或其他問題，

最終設計結果應獲得業主之同意。  

(三) 本章所述之假設條件和限制條件，若共構部分之設計或施工因時空因素而有所

不同時，則土地開發投資人之設計及施工須依業主指示辦理。  

(四) 現有基地建築線指示和基地測量等資料僅供土地開發投資人作為參考之用，投

資人或設計者應另行辦理以為設計及施工之依據。 

(五) 逃生、避難、防火、消防之有關規定，需依國家之有關規範進行設計，以確保

安全。  

(六) 垂直、水平之管道間應考慮與車站管道之配合；管道之防火安全規定亦應依捷

運設施之有關規範設計。  

(七) 未來開發大樓設計者，應負責提供全部資料圖說依法申請都市設計審查、建築

線指示、建造執照、候選綠建築證書等相關許可。  

(八) 依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本案開發本即須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進行審議。  

(九) 開發大樓細部設計或施工，以不影響共構進度和捷運系統之營運為原則。  

(十) 開發大樓尚未興建之過渡期，包括退縮無遮簷人行道舖面及沿街面綠化及基地

四週臨時圍籬和屬土地開發共構範圍之部分，皆暫由業主管理，以利捷運設施

之施工及維護。 

(十一) 本標開發大樓皆為新建案。 

(十二) 捷運通風口之開口四周與鄰近大樓(含土開大樓)之開口應有至少 3 公尺以上

之間距，其餘相關間距要求，請依「中運量系統土建水環固定設施規劃手冊」

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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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發大樓細設參考：  

(一) 建蔽率、容積率、建物樓層用途、配置及高度皆為假設條件，土地開發細部設

計者當以投資人所需而作調整。  

(二) 開發大樓結構系統，請配合共構部分之結構設計(共構部分調整需經主管機關同

意)。  

(三) 本案住宅標準層依居住正義 2.0 規劃原則配置住宅單元坪數，分為一房型與二

房型，未來投資人可依最終設計彈性隔間之連通。 

(四) 樓梯及電梯管道於共構部分皆為假設條件。地面以上部分，土地開發細部設計

者可依投資人所需略為調整空間。  

(五) 停車空間依土地開發細部設計者最終設計為準，停車數量相對總樓地板面積附

設，須另行計算。  

(六) 土地開發各部分與捷運設施之間隔，應符 3 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區劃。  

(七) 與捷運設施連通部分，其地面層開口應有 200 年洪水位+110cm 之防洪設施，

且符合比相鄰地面高程最少高 60cm 之規定。未來若有其他單位欲申請與捷運

車站連通，申請連通單位應依據捷運系統規劃手冊(包含設計準則)與建管、消

防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包含防火、防洪等設施設備之建置)。  

(八) 地下室規劃消防水箱及廢水處理槽等，須與捷運使用範圍確實隔離，並考量維

修人員進出動線。 

(九) 人行道、空地需予以綠化。 

(十) 機電、消防、空調系統各自獨立，且管線不可穿牆連通。另對於管道間、檢修

空間及進出口及給排水系統(含水管) 皆應各自獨立；管線若須於防火區劃處穿

牆連通，防火填塞須符 3 小時防火時效，捷運與開發大樓之管線不可穿越對方

用地範圍。 

(十一) 捷運設施部分規定應參考業主提供之「土建水環固定設施需求規劃設計手冊」

(最新版)第四冊及附錄增修訂相關條文規定，以及「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捷運

設施介面設計準則」（最新版）規定；共構部分參考本標土地開發基本設計工

程圖說。 

(十二) 已考量並預估未來開發所需足夠的機房、儲水、維修等空間。 

(十三) 捷運設施包含冷卻水塔時，已考量臨時及永久位置、管線空間與維修通道

等。 

(十四) 有關開發用地內之捷運戶外通風井設備運轉噪音防制，應予先行納入規劃設

計並符合最新環保法規要求，一併納入檢討有關捷運冷卻水塔場設施設備設於

開發大樓頂是否須設計浮動式地板的設備運轉噪音防制方式。 

(十五) 有關開發大樓用電空間，除台電配電室、電表區外，其餘因供電所需之配電

盤體之空間，由開發大樓設計者負責規劃及設計。 

三、 經核定之開發大樓基本設計圖說，續由業主送請建管單位、消防主管單位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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