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 北 市 網 球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環 境 影 響 差 異 分 析 報 告  

(定 稿 本 )  
 
 
 
 
 
 
 
 
 
 
 
 
 
 
 
 
 

開 發 單 位 ： 臺 北 市 政 府 體 育 局 

委辦顧問公司 ： 光 宇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7 月 

 



臺 北 市 網 球 中 心 新 建 工 程 環 境 影 響 差 異 分 析 報 告( 定 稿 本)  中 華 民 國 10
4

年 7 月 

 
 
 
 
 



臺北市網球中心新建工程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154 次會議審查意見回

覆 

 
 











臺北市網球中心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154 次會議紀錄回覆對照表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決議    

一、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審核修正通

過，請開發單位於一

個月內依委員所提

意見補充修正，送本

局核備。 

說明：遵照辦理。 － － 

二、 應補充修正事項如

下： 

(一) 應將新設雨水

貯留池納入開

發行為變更項

目，並據以補充

開發行為變更

後之環境影響

相關內容。 

說明：遵照辦理。本計畫依據民國102年10月8日

通過之「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

逕流量標準」新設戶外雨水貯留池一座，

以及配合挖填工程變更修正剩餘資源處

理計畫，對開發計畫內容進行調整，重

新計算其衍生之營建剩餘土方量。變更

後本建物之使用用途及各項環境保護承

諾事項均維持與原開發內容相同，彙整

本變更案與原開發計畫，變更內容對照

詳如表1所示。 

第 2章 2-1 

三、 委員所提其他意見。 

(一) 本案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報告

定稿備查後，變

更部分始得施

工。 

說明：遵照辦理。 － － 

壹、委員意見    

一、 范委員 正成    

(一) 有關雨水貯留池之部份，意見如下： 

1. 雨水貯留池應具

有沉澱、沉砂及過

濾之功能。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雨水是經由集水井B58、

B61及B30等3處流至雨水貯留池內，此3

處集水井深度較排水溝深50cm，可提供

沉澱及沉砂功能，於進水孔的部分施作

攔污網過濾垃圾，已達到沉澱、沉砂及

過濾功能，詳細內容詳圖1所示。 

－ － 

2. 雨水貯留池之檢

視清淤除了每年

四月汛期前外，也

應在每次颱風豪

雨後為之。 

說明：遵照辦理。本案每年汛期前(四月底)及颱

風豪雨後完成清淤作業，並納入建物維修

管理計畫。 

－ － 

二、 林委員 鎮洋    

(一) 雨水貯留池有無再

利用？若有，應補充

合理利用方式。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為鑽石級綠建築，已設

定雨水回收量為307.8噸，既設筏基內

已設置604.8噸雨水回收池，雨水回收

設計量已遠大於規定設計，所以本次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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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網球中心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154 次會議紀錄回覆對照表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設戶外雨水貯留池並無設計雨水回收。 

(二) 為何貯留池容量均

到小數點以下 2 位

(M3)？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雨水貯留池設計內容為臺

北市水利局審核通過之「臺北市內湖區石

潭段4小段280等3筆地號土地網球中心新

建工程流出抑制設置案」附錄五，依據水

利局規定，計算面積需到小數點下2位。 

－ － 

三、 劉委員 小蘭    

(一) 雨水回收再利用之

可能性。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為鑽石級綠建築，已設

定雨水回收量為307.8噸，既設筏基內

已設置604.8噸雨水回收池，雨水回收

設計量已遠大於規定設計，所以本次新

設戶外雨水貯留池並無設計雨水回收。 

－ － 

(二) 設 計 均 屬 法 規 規

定，但可能最大暴雨

量多少下可自行排

入雨水下水道？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經計算最大暴雨五年重

現期可允許降雨強度達213.90mm/hr，

遠大於法規設計之五年重現期降雨強度

為158.96mm/hr，排入雨水下水道系統

並無造成負擔。 

－ － 

(三) 變更內容應列出雨

水貯留池之設計變

更。 

說明：遵照辦理。本計畫依據民國102年10月8日

通過之「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

逕流量標準」新設戶外雨水貯留池一座於

基地南側戶外球場區(位置如圖2所示)。 

第 2章 2-1~2 

四、 歐陽委員 嶠暉    

(一) 考量貯留池底部至

放流管底間之貯水

量，檢討供做澆灌利

用，若可以，則需要

有一個抽水坑之設

置。呆水位下之水量

供做澆灌利用。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為鑽石級綠建築，已設

定雨水回收量為307.8噸，既設筏基內

已設置604.8噸雨水回收池，雨水回收

設計量已遠大於規定設計，所以本次新

設戶外雨水貯留池並無設計雨水回收。 

－ － 

五、 邱委員 祈榮    

(一) 雨水貯留池後續安

全管理事項應納入

說明。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將於建物維修管理計畫詳

列安全管理事項，並於每年汛期前(四月

底)及颱風豪雨後完成清淤作業。 

－ － 

六、 詹委員 長權(書面

意見) 

   

(一) 本次修正稿雖然有改進，但是排放係數的假設和模擬氣象條件的設定都過於武斷與事實

不符，使得模擬結果朝向無顯著衝擊的方向修正(其實這已是一直以來環評空氣污染模

擬的通病)，環評顧問公司未善盡專業職責針對污染源掌控、當地背景濃度、氣象條件

及地形地貌進行合乎實況的模擬估算，易誤導評估結論，實屬不當。且本案市政府是開

發單位，應為民表率，善盡開發者之責任，要求協助評估之公司本於專業詳細進行有意

義之監測、模擬和評估。本人建議退回此份報告，請開發單位補正以下資料之後再審查

其是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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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網球中心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154 次會議紀錄回覆對照表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1. 要更正 AP-42排

放係數應逐項檢

討，不能只更動

含硫量。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各類柴油施工機具空氣污

染物排放率係參考U.S.EPA AP-42排放係

數彙編(1985)，其中AP-42以含硫量0.22%

為推估基準。 

1. 原計畫係依據民國96年10月19日環署

空字第0960079906號函公告，柴油含

硫成分限值為50ppmw，已適當修正SO2

之排放率。 

2. 本次變更係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民 國 98 年 7 月 29 日 環 署 空 字 第

0980065735號令修正發布之「車用汽柴

油成分管制標準」規定，將自101年1月

1日起加嚴車用柴油標準，其中包括硫

含量加嚴至10mg/kg，因此本次變更特

針對SO2排放率進行修正。 

3.1 3-3 

3-12 

2. 背景值應依時、

日、年平均分別

設定，且依衝擊

日期分別設定。 

說明：遵照辦理。本案空氣品質模擬背景值設定

說明如下： 

1. 最大小時值：背景濃度採於基地內所架

設臨時空氣品質測站之實測最大值，監

測日期為民國99年11月29~30、99年12

月29~30、100年1月29~30。 

2. 24小時值：背景濃度採於基地內所架設

臨時空氣品質測站之實測最大值，監測

日期為民國99年11月29~30、99年12月

29~30、100年1月29~30，PM2.5參考環保

署松山測站103年每月平均值最大值。 

3. 年平均值：TSP參考臺北市南港測站103

年年平均值，其餘項目參考環保署松山

測站103年年平均值。 

3.1 3-15~16 

3. PM2.5及PM10及TSP

之模式不同，不

可以以係數法類

推。 

說明：謝謝指教。本計畫選擇美國環保署推薦之

優選模式ISCST3評估懸浮微粒，評估結

果輸出為TSP。 

係數法評估方面，係參考章裕民執行之環

保署專案研究計畫「營建工程逸散粉塵量

推估及其污染防制措施評估(民國85年6

月)」，以ISCST3模式模擬之TSP輸出濃度

直接乘以其各所佔成份比例，經研究整

合工地實測值及國內資料，PM10約佔TSP

之55 %、PM2.5約佔PM10之50%進行估算。 

3.1 3-13~14 

4. 模擬之氣象場資

料失真，混合層

高度以 500公尺

設定不正確，建

說明：遵照辦理。本次變更經重新設定模式參數

進行模擬，採用氣象條件最不利情況下，

採用風速1m/s，年平均溫度為臺北氣象

站民國90至102年之平均溫度23.4oC，穩

3.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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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議以 100公尺來

模擬。 

定度F，混合層高度100公尺進行模擬，結

果說明如下： 

施工車輛行駛於道路時，對沿線道路邊

地區空氣污染物增量模擬結果如表

3.1-14及圖3.1-6所示。原計畫修正評估

結果及本次變更民權東路六段50公尺之

範圍內，其TSP增量小於8.09 μg/m3，

PM2.5增量小於2.22 μg/m3，SO2增量小於

0.413ppb，NO2增量小於12.24ppb，CO增

量小於7.07ppb。 

5. NOX及 NO2之排放

係數在兩個版本

之間差距太大，

應澄清。 

說明：謝謝指教。依據U.S.EPA(1982)之量測報

告，柴油排氣中 NO/NOx之比率約為

0.73~0.93(視引擎運轉程度而定)，本計

畫保守假設施工時機具引擎均處於運轉

狀態，NO/NOx取0.9，NO2/NOx取0.1。 

3.1 3-12 

6. 除法定標準外亦

應以健康標準來

檢查衝擊程度，

並規劃環境管理

措施。 

說明：謝謝指教。本案經模式模擬，本次變更SO2

最大小時平均值增量為0.0195 ppm(低於

健康標準0.075 ppm)，日平均最大值增量

為0.0036 ppm，年平均增量為0.0015 ppm

。評估之敏感受體(基地西南側民宅、新

湖國小)之SO2增量與背景濃度加成後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表3) 

空氣品質環境管理措施說明如下： 

(一) 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之「營建

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

定，確實落實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並於契約中明文規定施工車輛及機

具應使用合法油品，以維護附近空

氣品質。 

(二) 施工期間空氣污染主要來源是無舖

面道路及受髒泥污染之舖面道路，

其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可達總工程排

放量之70 %以上，施工階段應要求

承包商確實執行各項防制措施。 

(三) 基地周界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

圍籬，以減少對外界之影響，但圍

籬座落於道路轉角或轉彎處10公尺

以內者，得設置半阻隔式圍籬。 

(四) 於工地出口設置洗車台，車輛離開

即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表面不得

附著污泥。 

(五) 載運物品材料之車輛必須予以覆蓋

。 

3-1 3-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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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六) 運輸路線依核定交通維持計畫行駛

，加強行駛規範訂定及執行，於穿

越人口稠密地區時，應降低車速以

避免掀揚塵土。 

(七) 基地內車行路徑採用鋪設混凝土方

式以抑制粉塵逸散，鋪設面積達車

行路徑面積之80 %以上。 

(八) 裸露地表採覆蓋防塵布、地表壓實

並配合灑水措施定期灑水，以抑制

粉塵逸散。 

(九) 依天候狀況，於車輛駛出道路(民權

東路六段)每天至少3次定期灑水，

並清除道路塵土，以避免車輛、機

具進出引起塵土飛揚。 

(十) 基礎開挖期間監測頻率修正為為每

二週1次，增加監測項目為NO及PM2.5

，詳細監測內容詳表2所示。 

貳、相關機關    

一、 水利工程處(書面意

見) 

   

(一) 經查本案流出抑制

設施及保水計畫已

送本處審查核可及

備查，本處無意見。 

說明：謝謝指教。 － － 

二、 建築管理工程處(書

面意見) 

   

(一) 本件係領有 104 建

036 號建造執照，起

造人 臺北市政府體

育局，係屬本府公共

工程，先予敘明。 

說明：謝謝指教。 － － 

(二) 本分析報告書第 2章

2.1.1 剩餘資源處理

計畫 (頁次 2-4、

2-7、2-9)，請開發

單位依據「臺北市營

建剩餘資源管理辦

法」第 2章修正。 

說明：遵照辦理。本次變更修正異分析報告第

2-9頁二、(一)剩餘資源處理計畫乙節內

所引用內容如下： 

(一) 剩餘資源處理計畫 

依據「臺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

」按其廢棄土性質、出土時間之不同

，依施工計畫分階段提出剩餘資源

處理計畫申報核備。剩餘資源處理

計畫將載明下列事項： 

1. 工程名稱、主辦機關及承包廠商

之名稱。 

2. 剩餘資源數量（不得超過收容處理

2.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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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頁次 

場所收容總量上限）、內容及開

工、出土預定時間表。 

3. 收容處理場所之名稱及地址。

4. 資源處理作業方式及污染防治說

明。 

前項剩餘資源處理計畫經核備後，由建

管處發給運送憑證及處理紀錄表；如處

理地點非臺北市轄區內時，建管處應於

核備同時副知處理地點之縣(市)政府。 

頁次2-4、2-7為原環評內容，依法需與原

環評一致。 

-6- 



表1 本次變更前後內容對照表 

比較
項目

原計畫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基地面積 49,203.61 m2 49,203.61 m2 不變

平面配置 基地平面配置如圖 2.1.2-1 基地平面配置如圖 2.1.2-1 
增設戶外雨水貯留池

不變

建築面積 19,204.61 m2 19,204.61 m2 不變

容納人數 5,318 人 5,318 人 不變

營建剩餘
土方量

約 6.6 萬方 約 8.6 萬方 

增加 2 萬方 
(配合增設戶

外雨水貯留池

及挖填工程變

更）

可收受本

基地土質

之土資場

原規劃北部地區可收受本基

地土質之土資場詳見表

2.1.1-1 

本次變更北部地區可收受

本基地土質之土資場詳見

表 2.1.1-2 

部分土資場停

業及增加臺北

商港物流倉儲

區填海造地計

畫第一期造地

工程。優先選

擇臺北商港物

流倉儲區填海

造地計畫第一

期造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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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環境監測計畫表 
階段 

 
項目 

施 工 階 段 營 運 階 段 

監測項目 頻率 地點 監測項目 頻率 地點 

空氣 
品質 

TSP、PM10、

PM2.5 
基 礎 開 挖期

間每二週1次 
 新湖國小 
 國防醫學院 

－ － － 

TSP、PM10、

PM2.5、NO、

NO2、SO2、CO、

風向、風速 

每季1次，每次

連續24小時監

測 
－ － － 

放流水 
水質 

pH 值、BOD5、

COD、SS、氨

氮、油脂、水溫 
每月 1 次 工區放流口 

BOD5 、 COD 、

SS、油脂 

每 季 1
次，監測

1 年 

污水下水道放

流口 

噪 
音 
 

營

建

噪

音 

20Hz ~ 200Hz： 
日間、晚間及夜

間Leq、Lx、Lmax 基 礎 開 挖期

間每二週1次
，開挖完成後

為每季1次 

基地東側及西

側周界外 1m
處等 2 站 

－ － － 

環

境

噪

音 

20Hz ~ 20kHz： 
日間、晚間、夜間

之Leq、Lmax、Lx 

(每次24小時監測

) 

 新湖國小 
 上灣公園 

20Hz ~ 20kHz： 
日間、晚間、夜間

之Leq、Lmax、Lx 

(每次24小時監測) 

每季 1次
，監測 1

年 

 基地東側民宅 
 基地西側民宅 
 新湖國小 
 上灣公園 

振 
音 

營

建

振

動 

Lv 日、Lv 夜 
基 礎 開 挖期

間每二週1次
，開挖完成後

為每季1次 

基地東側及西

側周界外 1m
處等 2 站 

－ － － 

環

境

振

動 

Lv日、Lv夜 

(每次24小時監測

) 

 新湖國小 
 上灣公園 

Lv日、Lv夜 

(每次24小時監測) 

每季 1次
，監測 1

年 

 基地東側民宅 
 基地西側民宅 
 新湖國小 
 上灣公園 

交通 
流量 

尖峰小時車輛

種類、數量、服

務水準 
每季1次 

 民權東路六

段與成功路

二段交叉口 
 民權東路六

段 206 巷 

尖峰小時車輛種

類、數量、服務

水準 

每季 1
次，監測

1 年 

 民權東路六段

與成功路二段

交叉口 
 民權東路六段

206 巷 

文化 
文化資產施工

監看 
開 挖 階 段進

行監看 1 次 
基礎開挖處 － － － 

註：營運期間之噪音振動及交通流量監測配合舉辦賽事期間執行每季1次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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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本次變更本基地施工期間空氣污染物模擬結果 

空氣污染物 位置 模擬項目 
模擬最大值座標 

(TWD97系統) 

背景

值 
總量 

空氣品質

標準 

TSP(μg/m3) 

最大著地濃度 

24 小時值 
21.70  

97  118.70  250  
(310200,2773250) 

年平均值 
8.75  

47  55.75  130  
(310150,2773300) 

基地西南側民宅 
24 小時值 10.45  97  107.45  250  
年平均值 3.33  47  50.33  130  

新湖國小 
24 小時值 0.53  97  97.53  250  
年平均值 0.13  47  47.13  130  

PM10(μg/m3) 

最大著地濃度 

24 小時值 
11.93  

52  63.93  125  
(310200,2773250) 

年平均值 
4.81  

40  44.81  65  
(310150,2773300) 

基地西南側民宅 
24 小時值 5.75  52  57.75  125  
年平均值 1.83  40  41.83  65  

新湖國小 
24 小時值 0.29  52  52.29  125  
年平均值 0.07  40  40.07  65  

PM2.5(μg/m3) 

最大著地濃度 

24 小時值 
5.97  

35  40.97  35  
(310200,2773250) 

年平均值 
2.41  

22  24.41  15  
(310150,2773300) 

基地西南側民宅 
24 小時值 2.87  35  37.87  35  
年平均值 0.92  22  22.92  15  

新湖國小 
24 小時值 0.15  35  35.15  35  
年平均值 0.04  22  22.04  15  

SO2(ppm) 

最大著地濃度 

最大小時值 
0.0195  

0.005  0.0245  0.2500  
(310200,2773400) 

24 小時值 
0.0036  

0.004  0.0076  0.1000  
(310200,2773250) 

年平均值 
0.0015  

0.003  0.0045  0.0300  
(310150,2773300) 

基地西南側民宅 

最大小時值 0.0120  0.005  0.0170  0.2500  
24 小時值 0.0017  0.004  0.0057  0.1000  
年平均值 0.0006  0.003  0.0036  0.0300  

新湖國小 

最大小時值 0.0006  0.005  0.0056  0.2500  
24 小時值 0.0001  0.004  0.0041  0.1000  
年平均值 0.00002  0.003  0.0030  0.0300  

註 1：最大小時值：背景濃度採於基地內所架設臨時空氣品質測站之實測最大值，監測日期為民國 99 年 11 月 29~30、
99 年 12 月 29~30、100 年 1 月 29~30。 

註 2：24 小時值：背景濃度採於基地內所架設臨時空氣品質測站之實測最大值，監測日期為民國 99 年 11 月 29~30、99
年 12 月 29~30、100 年 1 月 29~30，PM2.5 參考環保署松山測站 103 年每月平均值最大值。 

註 3：年平均值：TSP 參考臺北市南港測站 103 年年平均值，其餘項目參考環保署松山測站 103 年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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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新設戶外雨水貯留池排水系統圖 

集排水流向 

進水井B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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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基地平面配置 

入口廣場 

戶
外
球
場 

室
內
球
場 

服
務
大
樓 

主
球
場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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