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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本市士林區天和及天和一號公園更新工程 

民眾說明會 
開會地點：天母區民活動中心 

（士林區中山北路 7段 154巷 6號 4樓） 
開會時間：104年 11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19時 30分 
主持人：黃副處長淑如                記錄：吳美燕 
壹、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開會簽到單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設計單位報告：略 
肆、 各單位意見：  
一、 盧先生： 
（一） 我是天和公園周邊住戶，每天經過此公園多次，對這個公

園是有期許的，雖然天和公園是有一些小問題，例如晚上

有青少年會聚集吸煙、白千層開花時會造成部份民眾過敏

現象及民眾以饅頭餵食水中小魚等，但是公園大幅度翻修

是否有必要性。兩年前才施工將原本磨石子溜滑梯打掉重

做，有研究磨石子溜滑梯能增進兒童觸感發展，況且小朋

友也很喜歡，如今又要將重新施作的溜滑梯再打掉重新施

作，是否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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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公園更新工程施工恐怕會驚動及影響到鳥類生態，且

公園內有保育類鳥類台灣藍鵲棲地，報告中並沒有說明 
公園更新時整體生態要如何保護。 

（三） 有關中山北路7段巷弄進出公園既有道路及停車格部分，
實屬歷史包袱，因早期於公園後方的建地無道路可以進出，

對該處居民生活極為不便，因此當地警方對於機車停放於

該處多有通融，希望不要取消該條道路的設置，若因更新

後廢巷，恐造成公園後方住戶出入的不便。 
（四） 天和公園很自然、很生態，建議不要花大筆經費進行大幅

度施工改造，用十分之一經費把公園必要的、不好的部份

進行改善就好，希望公園不用有這麼大幅度的改變，這不

是居民所期待的。 
二、 草山生態文史聯盟徐小姐： 
（一） 廟前水溝是否有規劃如何處理，建議能移除炮仗花棚架

後恢復成天然的野溪，另外現況水溝邊欄杆樣式極不美觀，

是否會進行更新? 
（二） 天和一號公園入口現有花草很漂亮，要改成大範圍水泥

鋪面非常可惜，且入口意象設計顯得有些冰冷。 
三、 天山里曾先生：天和公園及天和一號公園分屬 2個公園，建議

思考如何連結 2個公園做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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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李珊珊小姐： 
（一） 天和公園目前生態環境很原始，非常適合野鳥棲息，所

以野鳥種類和數量很多，但公園更新過程要移植樹木的數量

很多，會造成公園缺乏隱密性，造成野鳥無法生存及繁衍，

希望能詳細說明哪些樹種要移除，榕樹是否會移植，是否會

補植其它樹木。 
（二） 小朋友喜歡磨石子溜滑梯及盪鞦韆，建議公園風貌保存

越原始簡單越好。 
五、 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一） 因為公園樹木很多，有些樹木的健康狀況並無法由外表

進行判別，因此特別延請林業試驗所運用科學儀器針對可能

的危險樹木進行專業檢測，危險樹木由輕微至嚴重分為 4級，
目前公園內的 11棵危險木大多介於 2到 3級，故建議將危
險樹木移除，以維護公園使用者的安全。 

（二） 目前建議移除樹木計 60棵，包括 11棵危險樹木、4棵風
災受損樹木、41棵生長不良的龍柏等。 

（三） 目前公園內喬木密度過高，造成植栽生長狀況不良，無

法健康生長，因此建議將生長株距過密的部分樹木移置到基

地外他處，以維持健康的樹木生長空間。 
（四） 現況有 2株榕樹生長過密根盤交錯，且壓迫到其他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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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另有 1株位於兒童遊戲區的榕樹生長過於傾斜，未
來恐有傾倒的危險，因此建議將該 3株榕樹移除。 

（五） 公園內所有欄杆皆重新規劃與更新。 
（六） 有關天和一號公園，因為經由訪談得知該處目前行走頗

不方便，因此適度將人行道拓寬，並無移除或移植任何樹

木。 
六、 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吳小姐：現有公園內有些樹種是鳥類、

蝴蝶棲息的地方，10個月的施工期對動物生態影響太大，如
果僅就人行活動與鋪面做修整則可接受，希望能以生態角度

而非人的觀點去做設計。 
七、 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一） 公園東側未來將維持自然風貌，並將移除硬鋪面與鋼筋

已呈現腐朽的涼亭，將鳥類的活動空間延伸擴展至水岸，水

岸則以生態工法整修為自然的生態水岸，讓各種生物未來能

有更充分的棲息空間。 
（二） 新增植栽主要以複層植被的設計手法在樹林間栽植地被

與灌木，除可保護地表不受沖刷並讓林下空間更為生態。 
（三） 廟前的玉潮坑溪溝渠因非公園用地，且加蓋必須去配合

相關規範檢討，故未在本工程內。炮仗花棚架移除後小部分

河段將加蓋整合成為具入口意象的水圳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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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李先生： 
（一） 公園更新過程中會不會破壞涼亭，涼亭目前狀況良好， 
建議保留。 

（二） 兒童遊樂場旁的空地是里民每天清晨運動的地方，希望

可以保留。 
（三） 公園新增部分如有使用塑化材料，經太陽曝曬恐釋出塑

化劑或其他毒物，對兒童有不好的影響，請問公園新增部分

使用塑化材料的量有多少? 
九、 王小姐： 
（一） 請問本工程設計是否有針對人活動的空間和鳥棲息的地

方做區隔？公園部分範圍為濕地，所指溼地為因地下水位高

致使該處草坪長期處於潮濕之狀態，請問相關的處理方式為

何？既然是更新工程本應賦予公園一個主題，目前經由報告

感覺該部分比較薄弱，請說明公園設計主題如何結合番仔井

特色？公園更新工程施工期多長？ 
（二） 溜冰場是目前許多老人家可以扶著欄杆行走、運動或復

健的場所，未來移除後是否還能提供類似安全且友善的場所

供老人家使用。                                                                                                                             
十、 黃小姐：不建議移植 60株樹木，更不允許將樹木移除，公

園要保留原始自然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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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一） 公園東側未來將維持自然風貌利用水體區隔人與自然的

活動空間，未來於動線規劃將串連南北側，民眾仍能前往公

園北側番仔井區域。 
（二） 溼地部份未來將利用自然滲流方式，並搭配合架高步道，

民眾不會直接踩踏在該處地面造成土壤夯實。民眾可以利用

林間小徑行走，其碎石鋪面利於滲透，與未來草坪區皆為可

開放給民眾使用。 
（三） 天和公園極富歷史意義的番仔井與公園內活絡的鳥類與

生態即為本公園的主題特色，因此特別規劃了低干擾空間給

鳥類，並將目前水泥化的護岸重塑為自然水岸空間，希望提

供生態棲地重塑自然生態意象。 
（四） 公園更新工程預計將分 3期 3分區施工，工期預計 10個
月，已刻意避開鳥類繁殖的 3～5月，用分段施工方式讓該
地生態的干擾降至最低。 

（五） 目前民眾進行晨間運動的空間，未來可以利用兒童遊戲

區前的多功能廣場從事晨間運動，亦會設置休憩棚架供民眾

使用，另外關於提供老年人進行復健的空間部份將再進行檢

討，更新過後之公園空間皆已納入對長者友善的通用設計原

則，進行無障礙設計改善。 



7 
 

伍、結論 
一、 今日民眾說明會發表的是初步設計成果，同時聽取民眾的

意見，後續細部設計可再做調整，並非定案，今日與會民眾

的意見都會納入紀錄，並於後續做全盤檢討。 
二、 番仔井、水和生態是天和公園的三大主軸，考量這裡有許

多鳥類棲息，在規劃過程中徵詢了許多專家學者的意見，包

括荒野保護協會等，因此規劃在公園內部留設自然不受干擾

區域，以避免干擾鳥類的生態，在後續細部設計過程中，也

歡迎社團法人台北市野鳥學會共同參與討論提供寶貴的意

見。 
三、 公園內的危險樹木評估係於 104年 6月 2日邀請林業試驗
所協助進行專業檢測，若居民仍有疑慮，日後也可邀請其他

單位協助再次檢測。 
四、 天和一號公園入口意象讓部份民眾有過於冰冷的感覺和硬

鋪面範圍太大的問題，可以思考如何調整成更富生態性。 
陸、散會（下午 21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