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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框架與流程

背景與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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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山-水之城。

臺北盆地的大環境



景美溪作為台北市都市河川的縮影

(

景
美)

1890s:瑠公圳的分佈

茶
梘
尾

新
莊

艋
舺

大
稻
埕

文山茶葉的集散地產業

新莊、艋舺、大稻程
依河而興的市街發展

聚落

瑠公圳的開闢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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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河川關係密切的聚落發展



 回應地區水文化脈絡

7

1.景美溪渡口為地方商業中心

2.景美溪是進出淡蘭古道出入口

3.河川溪溝成為庶民生活場所

景美老街／灌溉水圳／洗衣班、抓魚

景美渡船口

溪仔口渡船口

木柵渡船口

景美溪渡口

木梘橋

景美溪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



 日治中期，總督府在文山推展煤礦工業

 文山郡所轄各地煤產及其他物產的運輸，增加便利性，也因路上交通系統的完整，
使景美溪水運沒落，景美不再具有交通和政治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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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的發展與景美溪船運的沒落

戰後發展聚落演變

1966

1983

1977

1994

鐵路的發展與景美溪船運的沒落



 大台北防洪計畫- 築堤與排水
• 1962年提出，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以200年之防洪基準，沿淡水河及其
支流兩岸興建堤防，並於市區興建排水幹線、抽水站，排除雨水逕流。

• 第一期 (1982-84)：二重疏洪道工程。

• 第二期 (1985-87)：大稻埕、大龍峒堤防加高。

• 第三期 (1990-96)：雙溪、社子、士林、圓山、撫遠、雙園、景美、景美溪右岸堤防。

大台北防洪計畫

仰賴堤防、抽水站與
排水管線的防洪系統

自然的水資源調節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5

河川和聚落關係逐漸失去連結
景美溪作為台北市都市河川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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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美溪的「治理」

• 1990s：加入大台北防洪計畫、堤防加
高，提昇至200年防洪標準。

• 2000s：陸續完成堤防加高、河道加固
工程。

• 2002~07：景美溪已無淹水情勢，整治
將改以疏浚為主。

 從治理到「營造」

• 應配合河川環境管理計畫

• 【生活】恢復人與河川的關係：
親水、近水

• 【生態】恢復生物與河川的關係：
棲地的復育

跨領域專業的投入
水
利

景
觀

生
態

來源：Michael Van 
Valkenburgh Associates, Inc.

來源：《木柵人》 來源：OSCAR無界限旅遊

來源：《經濟日報》

挑戰：再連結都市與河川的緊密關係
從「治理」→「營造」→「管理」



執行目標與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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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恢復河川生命力

2.人與河川共存的水文化

3.透過參與，共擬流域營造願景

- 回應地區水文化脈絡

- 串接都市藍-綠基盤，應
對都市雨洪管理

- 回應景美溪生態格局，提
升生態多樣性

- 提升社區親水與遊憩機會

4. 建構全市轄河川溪溝環境營造規劃方法

- 依環境特性，分段定位與管理- 公私協力河川環境營造

景美溪的大河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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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大面積自然基質，成為重要的生物跳島
－山林、上游野溪形成天然生物保種庫維持生物多樣性-

－低海拔淺山與都會綠地交界的溪流

台北市新北市

翡翠水庫

木柵後山

二格山系環山
帶陸域生態

仙跡岩

蟾蜍山

寶藏巖

南勢角
烘爐地帶

富陽山系

－環繞盆地的山系，貫穿盆地的水系

來源：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景美溪的生態定位



C.濱溪灌叢 動物園- 草地尾

B.都市綠地 道南河濱景美河濱

E.主流河道 –景美溪

15

A.近自然森林 動物園- 草地尾老泉里

F.山區溪澗(多湍瀨)-
指南溪、小坑溪
軍功坑溪等

新店溪
匯流口

指南溪
匯流口

棲地區位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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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濱溪灌叢濱溪帶
草花蛇 雙尾蛺蝶 弓背細蟌

濱
岸
灌
叢

B.都市綠地

陸域

黃鸝 臺灣八哥 薄翅蜻蜓

都
市
綠
地

A.近自然森林 黃嘴角鴞 翡翠樹蛙 虎斑蝶

近
自
然
森
林

D.靜態水域(塘、澤)

E.主流河道

F.山區溪澗(多湍瀨)

水域

黑鳶 斑龜 霜白蜻蜓

褐樹蛙 無霸勾蜓紫嘯鶇

主
流
河
道

山
區
溪
澗

棲地可支持的物種



17

農地消失
森林破碎化
綠地破碎化

1989

2019

上游
1.森林破碎化
2.溪流與森林連結受切割

中下游
1.農地與濱溪帶大量減少
2.河岸公園化，縮減自然棲地

上游森林較多

中下游
多農地與濱溪帶

棲地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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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壽橋

萬壽橋

恆光橋寶橋

景美橋

外
來
吳
郭
魚

本
土
臺
灣
石
賓

景美橋 恆光橋 萬壽橋 深坑
白鷺橋

石碇橋 石碇
永定國小

上游: 水質佳，外來種少下游: 水質差，外來種多

- 受家庭與工業廢水汙染，
- 外來種從新店溪往上游擴張

外來魚種：雜交吳郭魚、

水質汙染與外來種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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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

歷年河道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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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截彎取直

萬壽-道南橋
截彎取直

歷年河道變遷



一壽橋

恆光橋

萬壽橋

景美橋

景美溪橋

疏浚2次 (近10年)

疏浚1次 (近10年)

景斷15

含砂量82.4%

景斷17，
含砂量
62%

景斷22，
含砂量34.6%

1.上游攔砂堰壩，阻攔砂石移動

2.人為疏濬（卵礫石為有價料外運）

與指南溪匯流後，

砂質含量偏高 (>50%)

■ 指南溪與小坑溪固床工

上游固床工，攔阻砂石移動

小坑溪上游箱涵與防砂壩 指南溪連續防砂壩
14

河相–底質缺乏粗料

（含砂量高）



■ 水泥低水護岸

■ 三面光河道

1.水泥低水護岸(粗糙度低) ]，

使流速變快，造成深槽沖刷

疏浚2次 (近10年)

疏浚1次 (近10年)

3.系統性沖淤失衡，

不是健康河川之狀態。

2.疏浚與固床工，使卵礫石減少，

喪失護甲層，無力抗沖蝕

15

河相–河道兩極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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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濱溪帶寬幅縮減

民國100-107年編號19與編號20橫斷面變化及各重現
期洪水位模擬成果圖
來源：「107年度臺北市轄河道斷面檢測及分析工作-

第二次水理分析報告書（定稿本）」（臺北市政府工
務局水利工程處，2019）

深潭侵蝕

灘地淤積

濱溪帶區位

圖2.3-16 從自然的河川到河道兩極化變化示意圖
（修改自來源：曾文溪環境管理計畫，六河局，頁1-31）

Q2

Q2

濱溪帶

濱溪帶縮減

河道兩極化

河相–河道兩極化傾向



圖例

沙洲(bar)

淺瀨(riffle)

深潭(pool)

上游(象頭埔)

(O)河相健康
圖例

沙洲(bar)

淺瀨(riffle)

深潭(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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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考試院)

(X)缺乏瀨

河相–缺乏「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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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2次 (近10年)

疏浚1次 (近10年)1.疏浚破壞瀨肩，使河床平坦化

2.深槽下切，使潭瀨消失

河相–缺乏「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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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人為干預 現象 生態課題

棲
地

上游森林破碎化 棲地連結度不佳

河岸公園取代農地與濱溪帶 自然棲地減少

水
質

水質汙染，使原生魚類難以生存 外來種入侵

多樣孔隙
提供躲藏與育雛

大、小魚
各安其所

深度

底質

流速

河
相

A.水泥低水護岸 河道兩極化 濱溪帶減少

B.疏浚運出卵礫石 含砂量過高 細料包埋棲地

B.攔沙壩

C.疏浚破壞瀨肩 潭瀨消失 棲地單一化

C.深槽下切

河相狀態影響著生態課題



28



29

生態復育／打造親水公園環境／重塑文化意象／社區保水防災／水汙染改善／人和水關係／民眾參與

2000年迄今景美溪在地社群關注議題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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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06/13

地點：木見140

成員：

林淑英老師、陳建志老
師、鄭秀娟校長、徐風
生主任(萬福國小)、戴
老師(地方文史專家)

 景美溪環境營造需重視人文及動植物生態

 從日常生活培養公民環境意識，進而引發
行動能力

 增加民眾與社區連結及凝聚地方認同，創
造持續性之社區文化

 水環境營造應具備永續環境經營思維

 指南溪、小坑溪、萬盛溪下游、野溪

回應水文化脈絡
與永續環境

公私協力與
公民培力

優先策略點

在地社群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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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18+4位里長訪談(含電訪)

萬和里

景美里 景行里

景仁里

景慶里

試院里

萬年里

華興里

樟林里

樟文里

樟新里

木新里

博嘉里

萬興里

指南里
樟腳里

老泉里

建議增設景觀跨橋

建議增設無障礙跨堤設施

傾向視覺景觀 傾向生態考量

在地里長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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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生態保護具高度認同及參與經驗之社群 萬和里、景美里、指南里

• 腹地大又生態營造效益相對高之區域 景美溪與新店溪、指南溪匯流口
工作坊擇點



優勢/機會
• 河堤外腹地廣闊，具健全生態體系潛力
• 鄰近瑠公圳東支流舊水路／萬和水水公園／渡船頭
• 地方社群參與積極（ex:萬和里、萬福國小、景美里）

• 鄰近大眾運輸設施

限制
• 新店溪與景美溪匯流口，屬生態敏感區
• 高灘地逐漸陸化，濱溪帶縮減
• 大面積高灘地作為運動空間，壓縮近自然的
生態與棲地環境（師大射箭場地需求）

照片來源：本團隊拍攝

優勢/機會
• 醉夢溪保留沙洲灘地，左岸鄰接大面積次生林
• 支流保留豐富種源
• 渡賢橋下為渡船頭遺址
• 地方社群參與積極（ex:北政國中、指南里）

限制
• 指南溪與景美溪匯流口，屬生態敏感區，
然大面積闢建為棒球場

• 周邊可改善腹地有限
• 政大威秀建案-濟賢橋段整治為三面光

下游段 x 3場工作坊

指南溪段 x 3場工作坊

願景-> 對策研擬-> 行動工作坊，各階段分別辦理一場，共計6場

34

工作坊擇點: 下游段 + 指南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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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議題與區位

休閒
觀景台
、樹蔭

生態
原生植物
濱溪植物

文化與
環教

簡易碼頭
環教區

休閒 生態 景觀

維管 河相 防洪

對景美溪期待

(11/3下午)

x x

35

下游段第1場：願景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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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管理原則

1.優先保留生態敏感區：濱溪帶與既有喬木

2.集中人為使用區：球場、遊戲場

3.緩衝區：環境教育、營造濕地

(11/16下午)

36

下游段第2場對策研擬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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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期待
•豐富溪畔生態，增加原生種比例

•增加親水機會，可以抓蝦摸魚

•塑造四季景觀風貌

(12/07上午)

河道導讀前次工作坊空間改造共識
•河畔濕地區復育

•河濱觀察與親水步道

空間改造行動
•種植香蒲原生種

•保留濱溪帶喬木

•共融示遊戲場

37

河下游段第3場行動工作坊



(11/3下午)

37

瞭解民眾生活經驗／凝聚河川生活願景共識

指南溪概述

水願景交流

現地認識觀察

人見人
愛之無
人為污
染

原生生
物多樣
性

互動性
高的親
水環境

人和生
物共存
的環境

安全友
善

培養社
區環境
意識

民眾期待：創造多樣化自然環境 X 提升人親近水機會 X 建立社區環境意識

38

指南溪第1場：在地願景工作坊



(11/21下午)

38

討論河川空間改造及軟體行動策略

河濱故事分享

改善策略討論

案例／社群經驗

空間改造
•河道增加粗糙度

•道路下或堤防設排水箱涵

•政大舊水路做分流

•河灘地設步道/自然觀察區

•水泥堤岸改造

軟體活動(政大)
•在地陪伴

•地方創生

•導覽員培訓

•周末市集

•公民座談

39

指南溪第2場：對策研擬工作坊



(12/21下午)

39

水環境體驗觀察

河道模型改造

河濱活動想像

溪流環境走踏／研擬空間改善方案

民眾期待導入活動
•河灘地：摸蛤仔、抓魚蝦、野餐、生態觀察

•政大舊河道：野餐、河邊市集

•河道兩側：散步、騎自行車

河道空間改造試做
•指南溪/小坑溪匯流口

•政大舊河道

•濟賢橋旁河灘地設自然觀察區

•河濱步道、濱溪綠帶

•增加滯洪、排水設施

40

指南溪第3場：方案形塑工作坊



 生態多樣性

 河相重建

 文化與環境教育

 恢復河道原生/生態環境

 增加親水互動機會

 提升社區環境意識

1st階段// 願景與議題指認

 景美溪下游段分區管理，

溼地營造、河濱公園生態化

 改善指南溪水鋼琴至北政橋

段三面光，提升通洪能力

2nd 階段// 空間改造策略

 溼地營造經營

 河川淨溪活動

 河川環境教育

 參與式預算

3rd 階段// 流域行動建議

各階段成果回饋

41

各階段工作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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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景美溪環境營造大河願景

1.恢復河川生命力

營造活的河川 - 提供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

願景 短中長期策略

河川土地使用
1.盤點環境特質與民眾需求
2.擬定分段定位、分區管理
3.民眾參與河川環境管理

生態
1.保留生態敏感區
2.連結棲地
3.棲地復育

河相
1.回復縱向連續性
2.回復自然粗糙度
3.重建河道骨架
4.展開還地於河

目標

2.人與河川共存的水文化

• 恢復寬淺形蜿蜒河道，

重建健康河相

• 順應流域生態格局，

提昇生物多樣性

• 兼顧生態、防洪與民眾

親水等多元需求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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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溪大河願景- 恢復河川生命力

自然河川 河道束縮 還地於河

2.還地於河

1.提升棲地品質

增加濱溪帶與溼地

A.保留生態敏感區
B.連結棲地
C.復育棲地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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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兼顧生態、防洪、生活

B.依環境特性，分區分級使用
（民眾參與水環境營造與管理）

景美溪大河願景- 人與河川共存的水文化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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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溪河川環境營造之整體原則

河相復育

 恢復河道粗糙度

 減緩河道兩極化

 重建瀨區

 恢復蜿蜒流路

 實施還地於河

生態系服務

 保留近自然敏感棲地

 增進棲地連結

 復育生態裂化棲地

環境管理分區

 保留生態關鍵區位

 集中人為活動設施

 確立緩衝與環教區位

短期

中長期



河相復育原則

48

1. 恢復河道粗糙度

■ 拆除水泥護岸

- 凸岸(堆積坡)
優先拆水泥低水護岸
並栽植原生植被

- 凹岸(受攻擊坡)
拆除低水護岸
設丁壩保護之

■ 三面光河道改善
並以植生護岸及近自然
工法營造河床。

■ 移除或改善固床工

移除或改善指南溪、小坑溪
上游固床工，確保輸砂連續性

■ 移除消波塊
設丁壩保護促淤

參考來源：River, space, design planning strategies, methods and projects for urban rivers

-> 移除混泥土使河道自然化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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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斷006.1-017（世新大學至指南溪匯流口）

河道下切嚴重段，削灘局部回填深槽

2. 減緩河道兩極化

粗料作為「護甲層」，回投深槽，抵抗掏刷。

挑流防止下切掏刷，
並透過促淤營造棲地。

參考來源：River, space, design planning strategies, methods and projects for urban rivers

河相復育原則

-> 削高灘、造低灘

各階...



既有自然瀨區保留
橋墩消波塊瀨區改善

河道骨架瀨區重建

3. 重建河床骨架 - 瀨區
->透過分散型跌水工、創造連續性瀨潭棲地

參考來源：福留脩文等，魚類の定住利用と河床の安定化を目指した渓床復元型全断面魚道の建設とその効果，河川技術論文集, 第16 巻 2010 年6 月

河相復育原則

52

各階...



匯流口配合新店溪疏濬計
畫削灘

河畔占用公有地違建拆除

政大截彎取直段
短期作為雨水花園
長期作為指南溪分流道

萬芳路口-道南橋
削灘讓河道蜿蜒重現

動物園高灘地停車場
削攤並減少堤外停車場

4. 恢復蜿蜒流路

參考來源：River, space, design planning strategies, methods and projects for urban rivers

河相復育原則

53

各階...



徵用軍營
防汛道路與綠地

徵收未開闢學校用地

工業區都更回饋地

- 高速公路用地降挖

萬慶公園舊河道還地於河

若與居民達成農地淹水賠償共識
有機會降低左岸堤防，
成為景美溪自然體驗區

生態復育區降挖

配合新店溪疏濬計畫降挖

動物園高灘停車場降挖

壘球場降挖

5. 實施還地於河

參考來源：River, space, design planning strategies, methods and projects for urban rivers

河相復育原則

54



生態系服務提升原則
1. 保留近自然敏感棲地

保留水域近自然棲地

保留陸域近自然棲地

55

流動水域草地與灌叢榕楠林(文和橋)



配合新店溪疏浚
營造濱水帶

 擴大濱溪帶

減少高灘地
停車場

 補植榕楠林
串連周邊森林

高速公路用地

河川用地

-重建濱溪帶
-提升水陸域棲地連結

恢復河道粗糙度-建議區位

2. 增加棲地連結

移除混凝土

生態系服務提升原則

56

各階...



 優先實施公園生態化
既有河濱公園之人文活動區與環教區

恢復河道粗糙度段
實驗性復育營造

水域近自然敏感區域
(原生灌叢做為種源區)

3. 復育生態劣化棲地

調整
生態系服務提升原則

57

各階...



匯流口

既有濱溪喬木保留

既有草本灌叢保留

既有濱溪喬木保留

既有喬木/灌叢保留

1. 保留生態關鍵區位

調整
環境管理分區原則

58

各階...



環境管理分區原則
2. 集中人為活動設施

調整

59

各階...



環境管理分區構想
3.確立緩衝與環教區位

景美老街

木柵老街

近水步道(低灘地)

渡船口

獨木舟簡易碼頭

獨木舟簡易碼頭

渡船口

近水步道(低灘地)

沒有平台上船會濕腳（萬福國小造舟課程）

60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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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木舟簡易碼頭–平面配置設計及模擬圖

獨木舟教學碼頭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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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野自然護育段】
維持自然景緻，強化生態保育
護岸/濱溪帶生態設計，
縫補水綠廊道

【人文生態護育段】
下游重休憩，中上游重維護+水保
下游重水環境教育，中上游延續人
文產業＋生態風貌+水保

【山林野溪生態復育段】
保持野溪樣貌，重視生態及水保

涵養水源，確保水質，
維護河川生態，提供生物棲息

竹東河濱公園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優化河濱公園，打造水文化學習場域
改善河濱公園/低水護岸生態棲地
景美溪周邊堤岸連接仙跡岩綠化

【常民文化生活段】
提昇社區休閒、生態景觀、環境教育
強化生態景觀、恆光橋與政大綠化連
接、醉夢溪政大段復育

大溪河濱公園

各河段環境營造構想／分區定位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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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河段規劃成果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常民人文生活段 鄉野自然護育段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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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地於河

萬慶公園還地於河

人為
活動

既有無障礙出入口

既有水門

生態
復育 既有濱溪喬木保留

既有濱溪喬木保留

球場

共融式遊戲場

遷移低度利用設施

遷移低度使用設施至人為活動區

新增無障礙坡道

新增無障礙出入口

友善耕作開心農場

既有菜園調整為友善耕作開心農場

環境
教育

濕地環境教育

溼地環境教育區
由文山社大及萬福國小經營

渡船頭歷史地標

獨木舟簡易碼頭

河相
改造

削灘

>18M削灘

市民文化見學段- 規劃構想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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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見學段
規劃成果

溼地區-公私協力經營2

林間大樹教室1

友善開心農園3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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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站

(捷運預定站)

文山區公所站(捷運預定站)

社宅
預定地

社宅
預定地

原生草地及灌叢
盡量保留

3

原生草地及灌叢保留

生態
復育

既有濱溪喬木保留

人為
活動

既有無障礙出入口

既有水門

遷移低度利用設施

新增無障礙坡道

球場

共融式遊戲場

環境
教育

渡船頭歷史地標

獨木舟簡易碼頭

河相
改造

削灘

還地於河

新增無障礙出入口

改善既有坡道或
階梯為無障礙坡道

常民人文生活段- 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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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文化見學段- 規劃成果

河濱公園景觀改善1 恢復蜿蜒河段3

灘地削灘降挖+
溼地營造

4濱溪帶營造+              
移除水泥護岸

2

常民人文生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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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用地還地於河

榕楠林保留

環境
教育

河相
改造

削灘

還地於河

原生草地及灌叢保留

生態
復育

既有濱溪喬木保留

人為
活動

既有無障礙出入口

既有水門

遷移低度利用設施

新增無障礙坡道

球場

榕楠林保留

鄉野自然護育段- 規劃構想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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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近自然棲地+
生物多樣性提昇

3

灘地削灘降挖+  
棲地多樣性營造

2

恢復蜿蜒河道+  
濱溪帶營造

1

鄉野自然護育段- 規劃成果

鄉野自然護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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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維管
環境維護分區管理

人為活動區

緩衝兼環境教育區

生態復育區



後續維管

70

維管項目 施行細節

人
為
活
動
區

既有樹木

• 落實「迴避、縮小、減輕、補償」四原則
• 修剪及移植前規畫適宜動線，並做好樹木保護措施。
• 擬定修剪SOP，以修剪後能復原為原則。
• 移植應擇春秋季，移於相似棲地，落實移後養護。
• 全冠幅保留或自然樹形方式修剪，二次斷根，先修枝再搬運。

外來種替換或
移除

• 劃定示範區實驗外來種移除辦法
• 定期監測
• 高頻度維管，抑制外來種生長
• 以原生、適生種汰換外來種

公園綠地
• 邊陲或閒置區低度維管
• 高度人為利用區高度維管
• 採用原生或適地草種

生
態
及
緩
衝
區

棲地保護
• 落實「迴避、縮小、減輕、補償」四原則
• 施工時設置敏感範圍警示帶、樹木圍籬。
• 棲地敏感度高處，應低度維管，減少干擾。

外來種移除

• 劃定示範區實驗外來種移除辦法
• 定期監測，修正移除外來種計畫
• 補植採用原生種
• 初期以高頻度維管，抑制外來種生長
• 以低頻度、低擾動逐年移除外來種，補植原生種

整
體

植生維護
• 針對植栽分類擬定週期頻率
• 分區除草：鄰近堤防5公尺內灘地為主，其餘區域保留不清除，或低頻度、分區作業。
• 維管避開動物繁殖期（春夏為主）

迴避 縮小 減輕 補償環境維護分區管理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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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改善區之選址

72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人文生態護育段

各階...



示範改善區之選址

73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人文生態護育段

• 生態面，為新店溪與景美溪的匯流口，河堤外腹地廣闊，具健全生態系之潛力。

• 交通面，鄰近萬隆、景美捷運站，羅斯福路、環河路為主要道路，交通十分便捷。

• 人文面，萬和里曾為景美溪東支流的流域範圍，具有居民與水生活的記憶。

• 議題面，為重現東支流意象，經文山區區長與市府提案後，正執行萬和公園改造。

• 生活面，周邊多屬住宅用地，鄰近多所學校，具生活及環境教育的資源與潛力。

• 生態面，位於景美溪中上游段，為指南溪及小坑溪匯流入景美溪之區段。

具匯流區之生態潛力，南側為政大後山，扮演著水陸間的串連角色。

• 交通面，可由恆光橋、渡賢橋及濟賢橋等進入此區。

• 人文及生活面，南北側皆為政治大學校區，東南側有北政國中，有潛力成為學生

族群的環境教育基地。

各階...



示範改善區之設計目標

74

創造因地制宜的自然教室

• 栽植原生植物 - 促進當地生物基因庫的完善

• 運用自然的材質 - 塑造都市中的自然環境，增加生物棲地

營造人與生物都能享受舒適生活的都市水環境

• 建立完整的動線系統 – 創造舒適、具多樣行走體驗的步道

• 拆解生硬的混凝土面 – 緩降堤防坡面，提供適宜生物移動路徑

01

02

各階...



初步設計構想

75

規劃構想欲藉開放空間、綠帶串連、步道銜接，將居民的生活圈與景美溪畔加以

整合，打造可親近水的環境，使水成為社區生活、休憩的一部分。

將原本三面光護岸改成近自然的河川護岸型式，藉多樣多孔隙的自然材質、棲地

型式，讓景美溪除了成為市民的遊憩、教學區域，亦成為動植物的好居所。

串連 整合 生活

縫補棲地 生態宜居

各階...



設計手法

76

移除混凝土河道面層

近自然工法固床工

削高灘、造低灘

河相復育

水陸域連結度提升、復育、增進棲地連結

保留生態敏感區位

生態策略

各階...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 基地分析

196319741991200220112019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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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東側南北向的環河快速道路為主要道路，堤外道路主要為

自行車及人行使用。藉人行陸橋、階梯及疏散門為進出口。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 基地分析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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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

• 交通方面，鄰近萬隆、景美捷運站，且多Ubike 站點，大眾

運輸系統便捷。

• 生態方面，因位於新店溪和景美溪匯流口，其河濱綠地可

與寶藏巖、蟾蜍山、仙跡岩山系串聯。

• 周邊用地方面，基地周邊多為住宅區、文教用地， 改造後

可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並可作為校園環境教育的資源。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 - 基地分析

各階...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平面配置分區說明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平面配置分區說明

81

舒適的堤防道路

針對行人、自行車道、綠帶重

新規劃，提供無礙的通行環境。

緩衝區

為避免人為活動影響生態復育區的植生及生物活動，

於其間設置戶外教室緩衝區，並兼具教育機能之空間。

人為活動區

保留既有球場及鄰水近自然棲地，以自然材質步道

及植栽作為介面，使球場活動不至干擾棲地動植物。

友善農作區

整頓現況被占用的菜園，規劃開心農園區。沿岸藉削灘增

加濱溪帶，增植適宜的原生植物，使人為與生物活動並存。

生態復育區

改造原使用率低之廣場為生態復育區，以保留豐富

生態潛力區域。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平面配置設計說明

82

• 左岸處削高灘，以營造適合多物種之濱溪帶。

• 右岸處將水流導引至陸域區，除了創造濕地區及多樣的生

物棲地，並讓人們擁有可親近水之空間。

• 主要動線為堤外沿水岸的南北向動線，並設置自行車道及人

行道，堤外空間以兩座階梯及一座無障礙坡道銜接主要動線。

• 沿線步道設兩處眺望點及兩區休憩空間。可於步道觀察、感

受不同景緻及氛圍，為流動的風景線，並保留現有運動空間。

水文 動線及節點

濕地水源補充

水流方向

削灘方向

削高灘造低灘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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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水文化見學段–平面配置設計說明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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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生態區及削灘生態區

以耐濕及親水物種為主

Ａ

Ｂ

甜根子 香蒲 開卡蘆 密花苧麻 風箱樹 木賊 三白草 竹仔菜

白茅 狗牙根 錫蘭饅頭果地景活動區

為人為活動區域，以低

草為主

生態復育區

漸進轉變成近水的高草
苦楝 山香圓 茄苳 紅楠 月桃 水柳 開卡蘆 甜根子

Ａ B

匯流口濱溪帶降坡，規劃出

至少18 公尺寬的草地與灌

叢環境。

規劃部分營造積水窪地。

原河畔林之樹木皆保留。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植栽計畫

各階...

高草 低草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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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溪 緩衝區

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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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水文化見學段–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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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溪 緩衝區生態復育區 人為活動區

人行道

自行車道

人行道

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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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水文化見學段–設計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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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教室及風箏草地1

友善農作區3濕地區2



市民水文化見學段–設計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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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休憩座椅區4 綠丘自然遊戲場5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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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態護育段 - 基地分析

196319741991200220112019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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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車行動線大多為校內車道，人行動線多為兩校區間的往返，多與車行

動線並行。基地動線內主要藉渡賢橋、濟賢橋進入。

人文生態護育段 - 基地分析

各階...



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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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上述基地周遭優勢，政大後山可提供生態自然資源，鄰

近校區教育資源豐富，配合學生及附近住宅居民對於休憩活

動的空間，該基地可作為匯集豐富機能的場所。

人文生態護育段 - 基地分析

各階...



人文生態護育段–平面配置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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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動線為沿岸旁之堤頂步道及連接指

南溪左右岸之跨橋路段。

• 沿線步道設有四處眺望觀景點，增加人

們親水的空間。

• 將水泥堤防改為砌石及植生護坡，營造

生物棲地及降低視覺衝擊。

• 於景美溪及指南溪交匯處削高灘，營造

適合生物棲息的環境。

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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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態護育段–平面配置設計說明

各階...



人文生態護育段－植栽計畫

94

保留現地環境中既有的樹木，將河畔楠榕林樹島

與山溝之植物組成進行棲地營造。

削灘區

自然觀察步道區

步道周邊以原生耐濕短草為主

芒草 甜根子 開卡蘆 水柳 風箱樹 三白草 竹仔菜

白茅 假儉草 狗牙根 木賊 密花苧麻

各階...



人文生態護育段–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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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溪砌石植生護坡 自然觀察區 人行道

指南溪砌石植生護坡

新作鋼構通行橋

砌石植生護坡人行道

各階...



人文生態護育段–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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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溪 人行道砌石植生護坡自然觀察區砌石植生護坡

指南溪 河灘地 自然觀察區護坡人行道 護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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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態護育段–設計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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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休憩解說空間1觀水階梯2

各階...



人文生態護育段–設計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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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觀察步道3 連結通行橋4

各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