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LID與社區開發 

陳起鳳 

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系 

2010.11.16 



2 
2011/8/3 

kunlinjohnlee.pixnet.net/blog/post/21822736  

blog.roodo.com/finimay/archives/3978517.html  

2007, 高雄美濃 

2001, 台北 

tw.epochtimes.com/7/8/14/62944.htm  

2007, 台南 

crazeroost.pixnet.net/blog/post/25643821  

2009, 屏東林邊 



3 

水患成因 

以前從河道淹沒至鄰近區域 

 

 

 

現在直接在都市區積水 

排水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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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是一種暴雨治理新思維 

解決暴雨淹水問題 

地勢低漥? 

排水不及/不良? 

雨下太大? 

避免在 

低窪地區開發 

加強排水、導水、 

抽水 
應用LID 

逢水必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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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污染控制 

 

污染控制：從管末處理到源頭管制 

暴雨治理：從排水工程到低衝擊開發 

 

暴雨治理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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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

蒸發

蒸散

逕流

入滲

降雨

蒸散

逕流

入滲

蒸發 
蒸發 

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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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LID 

LID (Low Impact Development) 低衝擊開發 

 中心概念：進行土地開發利用時，盡量維持該地區
天然水文循環特性。 

 

 當土地型態改變成道路、停車場、建築物等硬質表
面，將改變當地水的流動 

 尖峰流量增加 

 集流時間縮短 

 非點源污染產生 

 

 LID：透過源頭管理(source control)，將水留在當
地，而不是急於將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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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George’s County, Maryland, 1999 

土地開發意味不
透水面積增加， 

水文循環隨之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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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v.s. LID 

傳統暴雨治理 LID暴雨治理 

•導水、排水為主： 

 快速將雨水導引離開 

 市區。 

•包括：排水溝、排水 

 管、滯洪池、抽水設備。 

•對河川影響：承接過多的 

 地表逕流量，河道改變。 

•缺點：不處理水質問題、 

 對水生生態、河濱棲地恐 

 有衝擊。 

 

•源頭控制以及入滲為主： 

 將雨水入滲量最大化， 

 使地表逕流、污染濃度 

 減少。 

•包括：把開放空間設計在 

 低地，作為雨水滯留處；  

 不要在滲透性高的土地開 

 發；搭配各種LID設施。 

•對河川影響：降低尖峰流 

 量、增加地下水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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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背景 

 1998年美國馬里蘭州喬治王子縣 (Prince George’s 

County, MD) 以LID計畫獲得環保署的第一名 

(first-place National Excellence Award for 

Municipal Stormwater Management Programs)  

 

 1999年，美國環保署資助喬治王子縣完成LID的
指導手冊，將之推廣於其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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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特性 

 目的 

 管理、補助、延遲、保存開發地區的地表逕流量，
以至於與開發前(predevelopment)的水文狀態相同。 

 

 功能 

 保存與水相關的生態功能 

 同時維持人類開發的潛力 

 

 原則 

 LID不是發展出新的方法技術，而是整合現有相關方
法技術以及概念，成為新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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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George’s County, Maryland, 1999 

LID現地設計
· 定義開發行為
· 減少總不透水面積
· 分割不透水面積
· 增加排水路徑

LID公眾參與
· 定義公眾參與目標
· 找出主要利益相關者
· 建立參與方式
· 推廣

LID水文分析
· 分割子集水區
· 定義設計暴雨
· 定義模式技術
· 評估開發前狀況與建

立基準值
· 評估整合性管理措施

表現

LID沖刷與沉積控制
· 規劃
· 操作時程
· 土壤沖刷控制
· 沉積控制
· 維護

LID整合性管理措施
(IMP)

· 界定水文控制程度
· 現場限制條件
· 篩選可行的IMPs

· 選擇最佳IMP

· 依需要增加特殊控制

LID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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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設計的五步驟 

 步驟一：保存水量 (Conservation) 

 減少curve number (CN)值的改變量 

 步驟二：環境衝擊最小化 

 步驟三：維持原地表逕流集流時間
(predevelopment time of concentration)  

 步驟四：設法維持開發前的總逕流量 

 步驟五：污染預防 

(Coff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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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環境衝擊最小化 

例如： 

•減少清除行為 

•保存上層土壤 

•減少土地干擾 

•進行土壤修正 

•造林 

•分割開發區 

•減少使用管線、排水溝 

•減少不透水面積 

 

(Coff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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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維持原地表逕流集流時間 

例如： 

•開放性排水 

•善用綠地空間 

•適度減少坡度 

•分散排水路線 

•延長排水路 

•使用草溝草帶 

•維持天然水路 

•增加片流機會 

 

 

(Coff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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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設法維持開發前的總逕流量 

IMP: integrated management practices 

(Coffman, 2002) 

LID的整合性措施(IMP)，例如： 

•開放性排水溝 

•生物滯留池 

•小型的管線與陰溝 

•入滲 

•窪地貯水 

•屋頂貯水 

•管線貯水 

•雨水利用 

•土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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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污染預防 

例如： 

•維護管理 

•適當的使用、處理與處置 

•一般民眾(家庭) 

•工業 

•商業 

 

 

(Coffman, 2002) 

減少非點源污染的
產生與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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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s IMP 

LID措施大多為： 

 綠屋頂 (Green roof/ ecoroof/ vegetated roof/ 

living roof) 

 生物滯留池 (Bioretention cell /island/ strip/ 

swale/ rain gardens) 

 透水性鋪面 (Permeable Pavement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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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發

蒸散

逕流

入滲

降雨

蒸散

逕流

入滲

蒸發 
蒸發 

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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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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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街道寬度、將房子設計在綠色空
間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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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annual runoff reduction=54% Average peak flow reduction=54% 

PORTLAND, OREGON 綠屋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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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於都市計劃/社區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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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lowimpactdevelopment.org/greenstreets/practices.htm 

綠街道示意圖 

行人友善環境 

透水性人行道 

轉彎處保護措施 

節能 

生態槽 透水性鋪面 
解說牌 

再生材料 

堆肥土壤 

透水性停車道 

LID於道路-綠街道(Green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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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道 

 特性：多為不透水鋪面、容易淹水（因為
沒有接到下水道） 

 

 適用LID類型： 

 透水鋪面、植生淺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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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芝加哥市 Green Alley 

暴雨治理 

減少熱 

利用再生材料 

省能、減少炫光 
圖片來源：The Chicago Green Alley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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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延伸邊欄 
住宅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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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性鋪面 
---設置在停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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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淺溝 住宅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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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單元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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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he Chicago Green Alley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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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he Chicago Green Alley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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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  

全台第一都會滯洪池公園  

 94年間完工啟用後，當地不再淹水。  

 斥資1億3000多萬元 

 面積3.14公頃的滯洪池公園，內有3個串連的滯洪
池及生態池，滯洪水量達1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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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首座都會滯洪池--萬美街滯洪池： 

蓄水11,000m3  

台灣第一個都市區雙層滯洪池，分上下兩層：地面池容量為2000m3 、
地下池容量 9000m3 。 

總經費將高達6億元，預估可削減約55%尖峰流量。   

北市將設281個滯洪池！  

http://geo-hydro.blogspot.com/2008/08/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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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透水鋪面相關規定 

 母法:「建築法」(Building Act)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物之設計、施工、構造及設備，依本規則
各編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 

 「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三百零七條第二項) 

 建築基地應具備原裸露基地涵養或貯留滲透雨
水之能力，其建築基地保水指標應達0.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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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目的： 

 為改善土壤生態環境、調節環境氣候、降低區
域洪峰、減少洪水發生率， 提供建築基地涵養
雨水及貯集滲透雨水的設計標準。 

 適用範圍： 

 學校、高層建築物及都市計畫地區之新建建築
物。  

 常用保水設計： 

 綠地、被覆地、草溝  

 透水鋪面  

 人工地盤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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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常用之透水性鋪面種類 

圖片來源：營建署，透水性鋪
面養護工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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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理學院行政大樓屋頂 

 2005年，台師大環教所接受教育部永續校園局部改
造計畫案，在理學院行政大樓、佔地600多平方公
尺的頂樓，規劃「屋頂農園」。   

照片來源：： http://www.risecare.com/lohas-blog/?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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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瑠基金會  

照片來源：Green Roof 綠屋頂專題網頁  

2008松山工農 

2009信義國中  

2007吳興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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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 對非點源污染的影響 

 非點源污染來自暴雨沖刷 

 逕流水成污染物載體 

 處理逕流水即處理非點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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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低衝擊開發兼顧發展與治水目標，適用於
我國高密度開發地區。 

 LID強調開發地區特性，各措施在我國的
適用性須先評估，不應直接複製使用。 

 我國相關技術成熟，應嘗試將既有措施技
術，以LID概念合併成整體性的設計，進
行區域性的暴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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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