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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停車空間管理及導引規劃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地面層之停車空間管理與引導之相關規劃如圖 2.2.3-1；另地下

1 至 4 層則請見如圖 2.2.1-1~2.2.1-4 所示。 

(一) 出入口管理措施規劃 

本基地規劃之汽機車出入口皆有人行道設施，故出入口之

安全管制設施需考量行人及車輛安全性與便利性。將於出

入口設置警告燈號與警告標誌等安全管制設施，並於尖峰

時段內機動派遣指揮人員，引導進、離場車輛，增進行人

通過安全與車流運作順暢。 

(二) 停車場內部安全設施規劃 

考量進出停車場之人車安全，提出以下幾點改善措施，加

強安全性。 

1. 於停車場進出口設置警示燈，以提醒行經出入口處之行人

及車輛能提高警覺，避免發生事故。 

2. 於車道視線不良處加設圓凸鏡以提供進出車輛能即時掌握

前方來車狀況。 

3. 在燈光照明上除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理外，在進出口及

上下車道間加強燈光照明以提供駕駛者安全環境。 

4. 於行進車道增設箭頭指向線，以導引停車場內車輛行駛於

正確方向，避免與對向車輛發生衝突。 

(三) 停車場收費方式建議 

本基地全棟均為辦公使用，以固定車位為主，故收費系統

建議採人工收費方式，設置於 B2 層，固定車位以月租方式

管理，洽公等臨時車位以電腦計時或人工收費方式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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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停車場管理原則與開放公眾使用計畫 

1. 停車場管理原則 

(1) 為適當使用及管理規劃本停車場，應成立大樓管理委員

會訂定制訂本停車場管理辦法，未來待正式管理委員會

成立後再行訂定並實施。 

(2) 未來基地所有權人及使用人應於基地內自行滿足停車

需求，而不應要求額外開放基地路邊開放停車或裝卸貨

專供基地內部停車需求使用。 

(3) 未來裝卸貨應在基地內部空間完成作業，禁止在基地外

裝卸貨以免影響外部交通。 

(4) 裝卸貨車輛應盡量避免於上下班尖峰時間進出，以免阻

礙周邊道路交通。 

(5) 停車場小汽車與機車停車位除了供辦公室員工使用

外，其餘停車空間開放供公眾使用，將格位以編號或不

同顏色區隔；分配原則為週轉率越大者，安排在越上

層，未來停車位分配原則如下： 

A. 辦公室洽公等臨時停放者分配於越上層。 

B. 員工使用等固定車位者分配於越下層。 

2. 停車場開放公眾使用計畫 

(1) 開放公眾使用對象 

開放對象不限定，但以辦公室洽公等臨時停放者為主。 

(2) 開放公眾使用數量與位置 

由於本大樓亦有固定車位停車需求，故目前規劃 B2

層部分停車位作為開放公共使用停車位，柵欄機設置

於 B2 層，由未來大樓管理委員會將會視實際需求再

行修正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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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放公眾使用時間 

配 合 基 地 內 辦 公 時 間 而 定 ， 目 前 規 劃 時 間 為

07:30~22:00，未來大樓管理委員會將會視實際需求再

行修正實施之。 

(4) 開放公眾收費標準 

開放公眾收費標準將參考周邊商場停車場收費水準而

定，並費率以不得超過臺北市公有停車場收費費率標

準之規定為原則，目前參考週邊停車場訂定小汽車費

率為 40~50 元/小時，機車暫不收費，未來大樓管理委

員會將會視實際需求訂定費率，報請管理機關同意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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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變更內容 

本次變更為配合機電細部設計，調整地下各樓層之停車空間配

置，其中地下 1 層配合調整後之停車空間規劃，進而增設部份

安全設施，另外在地面層、地下 2、3 及地下 4 層則僅是重新規

劃空間配置，各項安全設施規劃位置均與原計畫相同，其變更

後地下 1 層之引導之相關規劃如圖 2.2.3-2 所示。其他如出入口

管制措施、停車場內部安全設施規劃、收費方式、管理原則與

開放公眾使用計畫均維持與原計畫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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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給水系統計畫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一) 供應方式： 

1. 水源擬直接由本基地臨基隆路或松高路引入，經總水錶後

進入地下室蓄水池。 

2. 水源再以機械方式提昇至中間水箱及屋頂水塔。 

3. 各用水點係由中間層水箱及屋頂水塔以重力方式間接供

水。 

(二) 用水量估計： 

本基地用水量依據「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計

算之污水量佔用水量 80%估算，由於推估本計畫平均日污

水量約為 290CMD，用水量估計約需 360CMD。 

二、 本次變更內容 

變更後，依據「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重新計算，

並以污水量佔用水量 80%估算，由於推估本計畫最大日污水量

減少為 280CMD，用水量估計約需 350CMD。 

表 2.3-1 變更前後污水及用水量差異表 

 原計畫 本次變更 差異 

日污水量 (CMD) 290 280 -10 

日用水量 (CMD) 360 3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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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污水處理計畫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依據「台北市下水道管理規則」第五條之規定，污水下水道公

告使用地區，用戶應依下水道法施行細則第十七條規定與污水

下水道聯接，本大樓完工啟用產生之污廢水包括茶水間、浴廁、

洗滌等生活污水，應排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本基地位於信義計畫區內基隆路一段及松高路口，屬污水下水

道公告區，根據調查本區公共污水下水道屬於敦化路次幹管之

污水下水道管網系統，此系統集污範圍為民權東路以南，復興

南北路以東，北寧路、基隆路、松山路以西，自來水事業處水

源保護區以北地區，請參照圖 2.4-1，因此不另外設置專用污水

下水道及中水道系統。本計畫 已取得台北市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的納管同意函，接管位置請參照附錄二。 

(一) 水量推估 

依據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計算如表

2.4-1，則每日污水量約為 236CMD，以安全係數 1.2 為

283CMD ，取 290CMD ，故本計畫平均日污水量約為

290CMD。 

1. 一般事務所部份 

(1) 計算基準 

類別：G 類辦公、服務類 

組別：G-2(一般事務所) 

使用人數：按居室面積每 10 平方公尺一人 

開放時間：0.4~0.6(取 0.6) 

單位污水量：100 公升/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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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概要 

居室面積：39251.77m2 

(3) 污水量計算 

使用人數：39251.77 ㎡ /10 ㎡/人× 0.6(T)=2355 人 

日污水量：2355 人 × 100L/人.日 /1000 =236CMD 

依據上述類別計算出平均日污水量為 236CMD，取安全係數

1.2，約為 283CMD，故本計畫平均日污水量取 290CMD。 

(二) 放流水質 

放流水水質需符合台北市下水道管理規則第 19 條規定之污

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道水質標準(詳如表 2.4-2)。 

表 2.4-1 原計畫污水估算值 

建築物用途 污    水    量 
一般事務所 39251.77m2 × 0.1 人/m2 × 0.1 CMD/人× 0.6 ＝ 236CMD 
合  計 236 CMD × 1.2 （安全係數）＝ 283 CMD (取 290 CMD) 

(三) 污水處理 

地面層以上樓層之生活廢水以自然重力方式，收集至統一

排放陰井排入污水下水道。地下層廢水因無法自然排放至

屋外陰井，故需先收集排至地下層內污水坑(圖 2.4-2)，再

以污水泵浦抽取至陰井後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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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 

水質項目 最大限值 

水溫 攝氏四十五度 

氫離子濃度指數 pＨ值五－九 

硫化物(以Ｓ-2 計算) 九十毫克／公升 

化需氧量(五天攝氏二十度) 六百毫克／公升 

化學需氧量 一千二百毫克／公升 

懸浮固體 六百毫克／公升 

油   脂 
礦物：十毫克／公升 

動植物：三十毫克／公升 

酚類 五毫克／公升 

氰化物 二毫克／公升 

總汞 ０．０五毫克／公升 

總磷 二十毫克／公升 

鎘 一毫克／公升 

鉛 一毫克／公升 

總鉻 二毫克／公升 

鉻(六價) ０．六毫克／公升 

砷 ０．六毫克／公升 

銅 十三毫克／公升 

鋅 六十五毫克／公升 

鐵(溶解性) 十毫克／公升 

錳(溶解性) 十毫克／公升 

鎳 十毫克／公升 

銀 二毫克／公升 

陰離子界面活性劑 八十毫克／公升 

硼 十毫克／公升 

硒 五毫克／公升 

氟鹽 一百五十毫克／公升 
資料來源：「台北市下水道管理規則」，台北市政府 87.8.27.府法三字第八七○六一四八○○○號令發布

修正(http://210.241.91.194/Law.aspx?apcode=Law&lvl=2&itid=M_16_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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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變更內容 

本次變更後，建物使用用途除作為一般事務所使用外，另部份

樓層增加作為金融保險業及多功能會議室使用；惟變更後，本

案所產生之污水仍屬日常生活所產生之一般污水。 

(一) 水量推估 

本次變更後，因調整金融保險業、一般事務所及多功能會

議室之容積樓地板面積，故依據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理設

施設計技術規範」，重新計算每日產生之污水量，計算過程

如下說明，並彙整結果如表 2.4-3 所示。 

表 2.4-3 本次變更後之污水及用水量估算表 

樓地板 
計算面積

(m2) 
使用人數

每人每日 
產生污水量

(公升) 

污水量
(CMD)

金融保險業 678.07 68 100 6.8 

一般事務所 33,236.64 1,995 100 199.5 

生 
活 
污 
水 

多功能會議室 372.7 266 100 26.6 

平均日污水量(CMD) 233 

安全係數 1.2 

最大日污水量(CMD) 280 

推估最大日用水量
(CMD) 350 

資料來源:本計畫評估整理。 

 

1. 金融保險業部份 

(1) 計算基準 

類別：G 類 辦公服務類 

組別：G-1(金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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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數：按營業部份面積每 5 平方公尺一人 

開放時間：0.4~0.6(以 0.5 為計算基準) 

單位污水量：100 公升/人.日 

(2) 建築概要 

營業面積：678.07m2  

(3) 污水量計算 

使用人數：678.07m2 ÷5m2 /人×0.5 =68 人 

設計日污水量：68 人×100 公升/人.日/1000 =6.8 CMD 

2. 一般事務所部份 

(1) 計算基準 

類別：G 類 辦公、服務類 

組別：G-2(一般事務所) 

使用人數：按居室面積每 10 平方公尺一人 

開放時間：0.4~0.6(以 0.6 為計算基準) 

單位污水量：100 公升/人.日 

(2) 建築概要 

居室面積：33,236.64 m2 

(3) 污水量計算 

使用人數：33,236.64 m2÷10 m2/人× 0.6(T)=1995 人 

日污水量：1995 人× 100 公升/人.日/1000 =199.5CMD 

3. 多功能會議室部份 

(1) 計算基準 

類別：D 類 休閒文教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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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D-20(會議廳) 

使用人數：按開放空間每 0.7 平方公尺一人 

開放時間：0.4~0.6(取 0.5) 

單位污水量：100 公升/人.日 

(2) 建築概要 

居室面積：372.7m2 

(3) 污水量計算 

使用人數：372.7 m2÷0.7 m2 /人× 0.5(T)=266 人 

日污水量：266 人× 100 公升/人.日/1000 =26.6CMD 

本次變更後，雖總容積樓地板面積增加，惟調整部份空間作

為金融保險業及多功能會議室使用，故依據各使用用途之計

算後，本次變更後之平均日污水量略減為 233CMD，取安全

係數 1.2 後，最大日污水量取 280CMD。此外，由於污水約佔

用水量 8 成，因此反推最大日用水量約為 350CMD。 

(二) 放流水質 

放流水水質仍需符合台北市下水道管理規則第 19 條規定之

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下水道水質標準。 

(三) 污水處理 

地面層以上樓層之生活廢水仍以自然重力方式，收集至統

一排放陰井排入污水下水道。地下層廢水因無法自然排放

至屋外陰井，故需先收集排至地下層內污水坑，本次變更

調整其汙水坑位置，如圖 2.4-3 所示，再以污水泵浦抽取至

陰井後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圖2.4-3本次變更後污水坑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污水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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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雨水儲留利用設施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本計畫基地西側退縮地規劃為植栽綠化之開放空間，為減少植

栽澆灌之自來水資源使用量，本計劃設置雨水回收過濾利用系

統，分別收集屋頂及立面雨水、筏基設置 453 噸雨水儲留槽及

雨水儲留利用設施如圖 2.5-1。本案立面之雨水收集，於四樓配

合基座石材造型，設置天溝收集自 31F-4F 之立面下落雨水，於

3F 天花板內空間（以吊掛式貓道進行清潔維修）設置集水管線

及離心過濾處理後再利用，再進入中央管道間導引至筏基內貯

存。為妥善處理截留之雨水，雨水經離心過濾槽去除大型漂浮

物，經由雨水處理利用設施過濾設備過濾後存入筏基內之雨水

貯留槽內，以泵浦動力輸送以供綠地澆灌、消防系統補給水及

空調冷卻補給水之用，旱季期間雨水不足澆灌時將以自來水補

注澆灌不足的部份。處理流程詳圖 2.5-2，處理設施管線如圖

2.1.6-3。回收再利用之雨水水質將符合經濟部水利署公告之「建

築物雨水貯留利用之水質建議值」如表 2.5-1 所示。 

其設施規模檢核計算如下： 

(一) 本案規劃將綠地澆灌之自來水以雨水替代。 

(二) 集雨面積計算 

1. 屋頂集雨面積:1,991 ㎡。 

2. 立面表面積: 20,840 ㎡ 

有效立面表面積: 20,840 × 30% ＝ 6,252 ㎡ 

(三) 集雨面積共計:8,243 ㎡。 



空調蓄水池

廢水坑

圖2.5-1 原計畫雨水貯留設施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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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2 原計畫雨水貯留再利用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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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3 原計畫雨水貯留設施昇位管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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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之水質建議值 

水質項目 單位 限值 

總大腸桿菌數 

(Total Coliforms) 
CFU/100mL ＜500 

糞便大腸桿菌數 

(Fecal Coliforms) 
CFU/100mL ＜200 

外觀 -- 無不舒適 

臭味 -- 無不舒適 
資料來源: 經濟部水利署「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之水質建議值」民國 96 年 11 月 26 日經授水字

第 09620223490 號 

 

(四) Wr = (基地所在地區日降雨量 R ×1 設計集雨面積 Ar×日降雨概率 P)  

= ((6.59 ×10-3 ) ×8243 ×10.463)  

=25.15(m3)/日。 

R：日平均雨量(mm/日)；參考 1991-2000 年 10 年間中央氣

象局台北市測站資料，屬於中雨量分區，日平均雨量

(mm/日)為 6.59mm，日降雨概率 P 為 0.463，儲水倍數

為 6.48。 

(五) Wd = 設計預定利用雨水取代自來水之設備使用。 

Wd =2,355(人) ×20(L) = 47.1(m3)／日。 

(六) 當 Wd  W≧ r 時 Ws = Wr =25.15(m3)/日。 

Vsm 最小雨水儲水槽容積=儲水倍數 Ns×Ws  

= 6.48×25.15=163(m3)。  

(七) Vs 雨水儲水槽容積規劃 = 453(m3) > Vsm(163m3)。約可儲存

44 天綠地(1187.7 ㎡)澆灌使用量 

(八) 雨水儲留利用率 

Rc = (自來水替代水量 Ws) ÷ (總用水量 Wt) 

總用水量 =360(m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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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 = 25.12 ÷360 = 7.0% ＞ Rcc = 4%   

二、 本次變更內容 

本次變更後，本案所規劃之集雨面積與原計畫相同，且收集後

雨水同樣經由離心過濾後存入設於地下室筏基之雨水貯留設

施，再以泵浦動力輸送，惟回收處理後之雨水，變更供給作為

綠地澆灌補給水使用，其變更後之雨水處理設施管線如圖

2.5-4，於旱季期間雨水量不足時，再以自來水補助不足的部份。 

本次變更，亦將位於地下室筏基之雨水貯留槽容量，由原 453

噸減少為 440 噸，依變更後之開發內容並參考原計畫所載之計

算方式，重新檢核計算如下： 

(一) 本案規劃將綠地澆灌之自來水以雨水替代。 

(二) 集雨面積計算 

1. 屋頂集雨面積:1,991 ㎡。 

2. 立面表面積: 20,840 ㎡ 

有效立面表面積: 20,840 × 30% ＝ 6,252 ㎡ 

(三) 集雨面積共計:8,243 ㎡。 

(四) Wr = (基地所在地區日降雨量 R ×設計集雨面積 Ar×日降雨概率 P)  

= ((6.59 ×10-3 ) ×8,243 ×10.463)  

=25.15(m3/日) 

R：日平均雨量(mm/日)；參考 1991-2000 年 10 年間中央氣

象局台北市測站資料，屬於中雨量分區，日平均雨量

(mm/日)為 6.59mm，日降雨概率 P 為 0.463，儲水倍數

為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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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Wd = 設計預定利用雨水取代自來水之設備使用。 

Wd =2,329(人) ×20(L) = 46.6(m3/日)。 

(六) 當 Wd  W≧ r 時 Ws = Wr =25.15(m3/日)。 

Vsm 最小雨水儲水槽容積=儲水倍數 Ns×Ws  

= 6.48×25.15=163(m3)。  

(七) Vs 雨水儲水槽容積規劃 = 440(m3) > Vsm(163m3)。 

(八) 雨水儲留利用率 

Rc = (自來水替代水量 Ws) ÷ (總用水量 Wt) 

總用水量 =350(m3/日) 

Rc = 25.15 ÷350 = 7.2% ＞ Rcc = 4%   

本次變更後所設置之雨水儲留槽容量，仍可符合雨水儲水槽容

積規劃需求，另本次變更後設於地下室筏基之雨水儲留槽位

置，如圖 2.5-5 所示。 



圖2.5-4 本次變更後雨水貯留設施昇位管線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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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5本次變更後雨水貯留設施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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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廢棄物處理計畫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條規定，本開發計畫產生之廢棄物

主要為辦公大樓產生者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本大樓營運階段之

廢棄物處理包括收集、貯存與清運等三個階段，廢棄物若在排

出時即施予分類，有利於人力清理與機械操作並可回收有用物

質，避免因性質混雜造成容積加大，可提高處理效率並減少處

理費用，亦可進一步管制廢棄物之不當棄置。 

(一) 營運期間廢棄物產生量 

本開發計畫產生之廢棄物主要為一般事務所產生之一般廢

棄物，營運時期將配合台北市清潔隊清運。 

評估營運時期大樓引進 2,355 人(一般事務所)，台北市自 89

年 7 月起實施垃圾清除處理費隨袋徵收政策後，垃圾掩埋

量逐年減少，依據台北市政府主計處「台北市統計要覽」之

垃圾清運處理統計結果顯示，每人每日平均垃圾產生量於

87 年為 1.7 公斤，近年垃圾產生量已逐年遞減，民國 97 年

台北市每人每日產生垃圾量為 0.5 公斤，則本開發計畫每日

一般廢棄物產生量約為 1.2 公噸。 

(二) 廢棄物分類、收集、貯存 

本開發計畫主要為一般事務所、附屬設施及地下停車場，

所有產生之廢棄物，可歸類為一般廢棄物，每日產生總量

約 1.2 公噸，因此本開發計畫內所有垃圾之貯存將依一般廢

棄物相關法規之規定辦理。 

本計畫垃圾儲藏室設置於地下一層，將一般性廢棄物集

中，並將資源回收物妥善分類後，委託合格清除業者每日

定時統一清運，位置詳圖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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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廢棄物清除 

本計畫區大樓所產生之資源性一般廢棄物將採回收方式處

理，非資源之廢棄物將委託台北市合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理機構清運處理。本計畫地下一層樓層淨高大於 2.5 公

尺，清除業者可進入地下一層的垃圾儲藏室做每日定時清

運。 



圖2.6-1 原計畫廢棄物儲藏室位置圖－B1層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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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變更內容 

(一) 廢棄物產生量 

本次變更後廢棄物來源仍為除原一般事務所外，另增加金

融保險業及多功能會議室。評估營運時期大樓引進 2,329 人

(金融保險業 68人，一般事務所 1,995人及多功能會議室 266

人)，依民國 97 年臺北市每人每日垃圾產生量 0.5 公斤(不含

資源性廢棄物)估算： 

2.1
1000

50.02329
=

×

 

變更後每日一般事業廢棄物產生量約為 1.2 公噸，與原計畫

推估相同。 

(二) 廢棄物分類、收集、貯存 

本次變更調整使用用途為一般事務所、金融保險業、多功

能會議室、附屬設施及地下停車場，其所產生之廢棄物仍

屬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且每日產生總量約 1.2 公噸不變，因

此本開發計畫內所有垃圾之貯存將依一般廢棄物相關法規

之規定辦理。變更後之垃圾儲藏室仍設置於地下一層，僅

調整位置詳圖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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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營建剩餘土資源處理計畫變更 

2.7.1 土方開挖量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本計畫開發範圍 4,484.7m2，地下開挖規模為 2,794.16 m2，開挖

深度為地下 19.25 m，開挖土方量計算如表 2.7.1-1 所示，地下

室開挖平面位置及剖面配置如圖 2.7.1-1 示。其中連續壁開挖土

方量為 6,710.4m3，基樁開挖土方量為 11,289.6m3，地下室開挖

土方量為 66,800 m3，本計畫合計土方總開挖量約 8.5 萬方。本

計畫採用逆打工法，假設基礎工程施工出土時間期間約為 107

天，則每天運棄土方量最大為 800 立方公尺，每日最多約 80 車

次(估算如表 2.7.1-2 所示)，出土時間除避免夜間時段外並避開

上下午交通尖峰時段，每天出土時間約 8 小時，每小時最多平

均 10 車次(單向)，棄土方式採即挖即運方式，以減少棄土堆置

時間，由於本開發計畫除需留用少數土方為景觀工程用土外(將

現地高程整地至未來開發後之高程與排水坡度，因所需土方量

不多，將利用最後開挖階段挖取之土方)其餘幾乎無填方需求，

因此本計畫在發包時將積極要求承包廠商以廢土回填使用為最

高處理原則，如果無法達成則將依據「臺北市營建剩餘資源及

混合物管理辦法」(97 年 11 月 24 日府法三字第 09733032700

號令發布)處理廢棄土，同時在施工前依規定提送「剩餘資源處

理計畫」呈報主管工務單位核可後，始進行開挖工作，並納入

施工計畫書，由起造人、承造人及監造人於申報放樣勘驗或拆

除執照申報開工時，向台北市建築管理處申報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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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1 原計畫土方開挖量計算表 

土方開挖類別 
面積 
(m2) 

深度

(M)
數量 

開挖 
土方 
(m3) 

鬆方 
係數 
(×1.2) 

1.連續壁

TYPE-A(1)(T=1M)
143.38 39 1 5592 6710.4 

2.基樁(∮2.5×64M) 4.9 64 30 9408 11289.6 
一、連續壁開

挖土方 
小計 

15000 
 

18000 

3.地下構體 1-5 6,454.56 19.25 1 55611.29 66800 二、地下室開挖

土方 小計 55611.29 66800 
合計 71849.89 84800 

  

表 2.7.1-2 原計畫地下室開挖期程推估表 

項目 開挖深度 土方量 開挖時程 最大出車量檢討

第一階段 連續壁與基樁 18000m3 23 工作日 

第二階段 -4.75 16000m3 20 工作日 

第三階段 -9.5 16000m3 20 工作日 

第四階段 -14.25 16000m3 20 工作日 

第五階段 -19 18800m3 24 工作日 

總計 － 84800m3 107 工作日 

符合每車 10 m3

計算每小時10車

每日 80 車次 

 



圖2.7.1-1 原計畫地下室開挖平面及剖面配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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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變更內容 

本次變更後，為配合機電細部設計結果修正，減少地下室開挖

面積為 2,666.78 平方公尺，並開挖深度則調整為 19.75 公尺，

並依變更後之開挖內容重新估算土方量如表 2.7.1-3所示，地下

室開挖平面位置如圖 2.7.1-2，另連續壁剖面配置如圖 2.7.1-3所

示，其中連續壁(含扶壁)開挖土方量為 11,488m3，基樁開挖土

方量為 9,716m3，地下室開挖土方量為 61,447 m3，合計土方總

開挖量 82,650 m3，本次變更取 8.3 萬方，較原計畫減少約 0.2

萬立方。 

變更後仍採用逆打工法，且為配合施工單位所提出之「剩餘資

源處理計畫」之實際開挖期程，故將延長基礎工程施工出土時

間期間為 174 天，則平均每日出土量約為 475 立方公尺，另依

各階段預定出土量計算施工期間單日最大棄土量為 733 立方公

尺。 

表 2.7.1-3 本次變更之土方開挖量計算表 

土方開挖類別 
面積 
(m2) 

深度

(M) 
數量 

開挖 
土方 
(m3) 

鬆方 
係數 
(×1.2) 

1.連續壁及扶壁 
(TYPE-A(1) (T=1M)

253.5 34~39 1 9,573 11,488 

2.基樁 
(∮2.5×68.3M) 

120.5 68.3 30 8,096 9,715 
一、連續壁開

挖土方 

小計 17,669 21,203 
3.地下構體 1-5 2666.78 19.75 1 51,206 61,447 二、地下室開

挖土方 小計 51,206 61,447 

合計 68,876 82,650 



圖2.7.1-2本次變更後地下室開挖平面配置圖

S=1:150

N

開挖範圍

2666.78m2666.78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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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1-3本次變更後地下室開挖剖面圖

86



87 

變更後出土時間維持與原計畫相同，除避免夜間時段外並避開

上下午交通尖峰時段(6:30~9:30及 16:00~20:00)，並以每棄土車

輛裝載土方量為 10 立方計算，則各階段每小時單向平均出土

車次介於 5~10 車次，其最大出土車次為 10 車次，詳請見如表

2.7.1-4 所示。另彙整各變更前後之差異如表 2.7.1-5。 

 表 2.7.1-4 本次變更地下室開挖期程推估表 

項目 
開挖深度 

(m) 
土方量

(m3) 
開挖時程 

單日出土量 
(m3) 

每小時 
出車量 

第一階段 連續壁與基樁 21,203 60 工作日 353 5 車次 

第二階段 -2.9 9,023 18 工作日 501 7 車次 

第三階段 -7.0 12,757 25 工作日 510 7 車次 

第四階段 -10.3 10,267 14 工作日 733 10 車次 

第五階段 -13.6 10,267 19 工作日 540 8 車次 

第六階段 -16.6 9,335 20 工作日 467 6 車次 

第七階段 -19.75 9,798 18 工作日 544 7 車次 

總計 － 82,650 174 工作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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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5 變更前後之土方開挖差異表 

項目 原計畫 本次變更 差異 

開挖面積(m 2) 2,794.16 2,666.78 -127.38 

開挖深度(m) 19.25 19.75 +0.5 

總開挖天數(天) 107 174 +67 

每日開挖時數(小時) 8 8 ±0 

棄土車次 
每小時最大 10 車次

(單向) 
每小時最大 10 車次 

(單向) 
±0 

連續壁開挖土方量(方) 6,710.4 11,488 +4,777.6 

基樁開挖土方量(方) 11,289.6 9,715 -1,573.6 

地下室開挖土方量(方) 66,800 61,447 -5,323 

總開挖土方量(萬方) 8.5 8.3 -0.2 

2.7.2 土資場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本計畫棄土前，將與台北市政府工務局確認本計畫剩餘土石方

之土質及開挖時程是否適合北投士林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

畫填土使用之需求，若無法滿足北投士林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

發計畫之需求，則以本計畫規劃土資場為主。 

目前規劃可運至大台北地區准黏土(代號:B4)進場之土資場共四

處，環境現況調查詳表 2.7.2-1，位置標示詳圖 2.7.2-1，沿途交

通及環境現況詳圖 2.7.2-2。實際運送的土資場以屆時核定的土

資場為準。運土車輛由基地南側松高路進出，並依照臺北市大

貨車(總重量逾 6.5 噸)及聯結車禁止通行範圍路線所公告之相

關規定辦理，且避開尖峰時段(0630-0930，1600-2000)行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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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輕對周邊的影響。 

搬運至棄土場的路線將避開學校及醫院附近；初步規劃以寬度

寬廣的道路作為搬運路線。由基地南側出工地大門後出松高路

西行右轉基隆路，北上至忠孝東路五段右轉，向東駛至松仁路

右轉，向南行駛接至信義路五段左轉，可由北二高信義支線匝

道接上北二高。往北二高行駛轉往棄土場，不會直接影響到基

地附近之交通，初步規劃運棄動線如圖 2.7.2-3，未來實際棄土

動線依「交通維持計畫」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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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變更內容 

本計畫已於 99 年 6 月 2 日洽詢台北市政府工務局，確認本開發

案剩餘土石方之土質及開挖時程無法配合北投士林科技科技園

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作為填土使用。惟本案考量未來土石方送

往士林北投科技園區處理之可能性，故增加本基地棄土之動線如

圖 2.7.2-4 所示。 

另依本計畫提送之剩餘資源處理計畫書(99 建字第 088 號)內容，

在考慮棄土資源再利用及產出土方之性質下，將本計畫優先選

擇之土資場增加「長興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咸臨土石方資源

轉運堆置場」兩處，惟棄土動線維持與原計畫相同。 

經查詢 99 年 9 月份「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網站資料，

其「長興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咸臨土石方資源轉運堆置場」

兩處之土資場年核准處理量分別為 1,000,000 及 691,200 立方公

尺，詳請見如表 2.7.2-2 所示，皆可滿足本基地所產生之剩餘土

石方，且屬可再利用之加工轉運型土資場，故預期對土石方處

理容量及環境不會造成不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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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2-2 本次變更後優先選擇土資場 

單位：立方公尺 

土資場名稱 地址 功能 核準年處理量

博烽賸餘土石方資源處

理場 
台北市北投區洲美街 2-2 號 加工轉運型 349,440 

磊駿土石方(泥漿)資源分

類處理場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4 段 200
號之 1 

加工轉運型 870,000 

元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鶯歌鎮中湖路 258 巷 8 號 加工型 0 

希望城堡土石方資源處

理場 
台北市北投區大度路 167 號 加工轉運型 1,440,000 

長興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新竹市長興新竹市中山路 40 巷

25-1 號 5 樓 11 室 
轉運型 1,000,000 

咸臨土石方資源轉運堆

置場 
宜蘭縣三星鄉中興路 167-38 號 加工轉運型 691,200 

註:粗體字為本次變更後新增加之土資場 

資料來源：99 年 9 月，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http://140.96.175.34/Spoil2/Dump/Dump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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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救災路線及延燒防止帶變更 

一、 原計畫內容 

(一) 救災路線 

本計畫區南側 20 米松高路為主要救災路線使用，以使外來救

援得以迅速進入災害現場。提供災害發生消防、援救物資及

救援車輛至各防災據點，及避難人員通往避難地區使用，因

此必須保有消防機具與車輛操作之最小空間需求，消防救災

動線請參照圖 2.8-1，依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之指導原則:雲

梯消防車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離應在 11 公

尺以下，且基地西側及東側皆為綠帶無法設置消防車救災空

間，因此本計畫消防車救災空間規劃於松高路側，雲梯消防

車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小於 11 公尺，故符合規

定。 

(二) 疏散、逃生路線 

災害發生時，以迅速疏散至鄰近之避難場所為第一動作，通

往開放空間之道路為主要疏散及逃生路線，基地南側及西側

皆有避難梯出口，逃生避難動線請參照圖 2.8-1。 

(三) 延燒防止帶 

為防止火災之蔓延，寬闊的道路除作為緊急疏散道路外，亦

為救災人員及裝備進出之重要通道。本計畫區四周之開放空

間均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可有效防止火災延燒，另外本建

築是 60 米以上的高層建築，依法要留設 6×12m2 的緩衝區，

建築配置上是在基地的西側，有 6×12 m2 的緩衝區，因為周

邊都是開放空間，都是可以使用，所以在緩衝區設置上沒有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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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變更內容 

本次變更為依防火綜合評定結果，調整原位於建物西側之

6×12M 緩衝空間，往北挪設；並將由原位於建物南側之消防車

救災空間，調整設於建物西側，即與 6×12M 緩衝空間相接，其

變更後之逃生避難及救災動線，如圖 2.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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