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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在垂直牆面上栽種花草或植物的方式，達到城市立面建築物降溫的效果， 
也可利用植物吸收養分淨化輕度汙染的廢水，達到水資源再利用的目標。

城市綠呼吸
▎劉光盛、黃琮駿、吳宜靜

透過模組化設計的建築外部壁掛植栽裝置，可有效整合綠化設計、 
環保能源、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等功能，而能改善都市的拘束環境與生活品質。

難以喘息的城市空間

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人口集居於都市

和化石能源過度使用，而引發城市空氣汙染

與水汙染。都市在白天吸收了大量的熱能，

大樓林立又減緩了空氣的流通，而柏油路面

的大量鋪設使地面無法蘊含水分，也無法藉

由綠地的蒸發作用來降低溫度，使整個都市

因熱島效應變成一座熔爐而影響居住品質。

台灣自產能源很少，傳統能源仰賴進口。

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全日照時間長，相當

適合發展太陽能，但因地狹人稠，安裝上受

到限制，如何普及使用這項能源成為現今重

要的課題。另外，台灣屬海島地形，每年約

有半年以上的東北季風，且年均降雨量雖是全球年平均降雨的 2.7倍，但受限於河川源短流
急，真正可用水量大約只有 20％。因此，若能開發風力技術和妥善循環利用水資源，將有助
於能源使用的永續發展。

在人為造成的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約占 55％。而綠色植物利用葉綠素攫取太陽能來推
動光合作用，可固定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減緩地球暖化，因此環境綠化無疑是改善都市熱島

效應的有效對策。

環保署與臺灣大學 2007年編纂的《50種淨化空氣之植物應用及管理手冊》中指出，利
用植物栽種方式可減少環境落塵、二氧化碳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以及維持空氣溼度。

以台灣碳排放量現況來看，住宅占很大的比率。依自然保育協會資料，一棵大樹一年僅

能吸收 22公斤二氧化碳，而根據台灣綠建築 EEWH（生態、節能、減廢、健康）評估系統， 

植生牆系統設計可阻隔日照，有效降低室內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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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裝模組化系統設計

僅需 1平方公尺的屋頂綠化每年就可吸收 20
公斤二氧化碳，足見其減碳效能相當可觀。

會呼吸的建築立面

台灣市區錯落密集的建築量體，使都

市熱能蓄積無法排除。若能透過設計手法，

把都市建築立面變成具環保效能的植生牆

系統，一方面使建築立面降溫而降低室內

溫度，節省冷氣電費，一方面藉由模組化

的設計，自組豐富、多樣的專屬植生牆體，

使每個牆面都可擁有獨一無二的視覺系

統，將可兼具節能、美觀與客製化的功能， 
激發新的生活情境。

綠色植生牆又稱作垂直花園，透過在

垂直牆面上栽種花草或植物的方式，達到

城市立面建築物降溫的效果，也可利用植

物吸收養分淨化輕度汙染的廢水，達到水

資源再利用的目標。現有植生牆多以獨立

牆面或建築牆面景觀設計為主，若能運用

「共生、互補」的概念，整合植栽、太陽能、

風能、雨水回收等綠色能源系統，有效達

成室內通風換氣與溫度調節，依據不同環

境需求轉換不同使用機能，將可以改善居

住的環境品質。

複合機能的植栽系統

模組化設計是指把一個系統中的各個部

分視為獨立的子系統（模組）來設計，再透

過事先定義好的介面規範，發展出一個實體

可組合與拆卸的產品。使用者可因應使用需

求，選擇必要的基本構造單元或特殊構件組

成不同功能產品，達到多功能、彈性化的目

的。另一方面可使產品成本降低，運用獨立

單元體特性量產。

都市中能夠綠化的空間有限，而建築

立面是能有效利用的空間。植生牆就是一

種都市綠化設計手法，透過定時供水的 

植生牆系統多樣化設計

Sample 1

個人化造型

造型澆灌桶

爬藤類植生牆

儲水空間

小型盆栽放置區

組裝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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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建築外部壁掛植栽系統設計構想圖。由左至右：提供植栽樂趣，美化環境，取代傳統鐵窗達到防盜功

能；利用通風換氣系統調節室內空氣品質；利用植生牆板阻隔熱輻射，調節室內溫度；太陽能系統儲存電力

供溫度調節系統使用。

網架系統，把植根不深且不需土壤的植物

種植於直立的牆面，透過管線傳輸水分和

養料。但傳統植生牆需要大面積的壁面，

且建造的費用及後續維護的花費過高。

模組化建築外部壁掛植栽系統具模組

化概念，大大減少單一栽種面積。而透過

可拆裝的設計方式，也能有效降低後續維

護及更換成本，提高民眾使用意願，創造

城市立面的新景觀。

這類系統具有溫度調節與能源利用的

功能，運用可更換的模組化設計，導入太

陽能板與風扇裝置，利用台灣日照充足、

熱能豐沛的特性，除使用原植生板阻隔日

照外，更可透過太陽能板儲存熱能，轉化

成為驅動風扇與夜間照明的電力來源。或

利用夏季西南季風、冬季東北季風的特性，

在迎風面建築立面上配置風力系統驅動風

扇旋轉，同步把熱氣帶出室外，達到室內

外換氣的效果。

這類系統也可因應建築立面面積與使

用需求而調整，整合主結構體與大眾認為

不甚美觀的外露管線，變成時尚設計的一

部分，並連結雨水回收或廚房廢水再利用

系統，達到植栽澆灌 100％，不需再耗費自
來水。同時，因管內流動可再利用的家庭

廢水，也可協助建築立面降溫。植生牆體

自身也可誘鳥、誘蝶增加生物多樣性，使

原本堅硬冰冷的都市牆面柔化，並達到複

層綠化的功效，增加環境生態的多樣性。

同時，可因應時節景觀變化需求，更換適

當花類草木美化外觀。

千變萬化的建築視覺

就能源運用層面來說，模組化建築外

部壁掛植栽系統有效整合了綠化設計（植

生牆）、環保能源（太陽能）、水資源回收

再利用等功能，採用「模組化式」與「攀延、 
垂吊式」的立面攀附設計概念，透過太陽

能板、風扇系統與水循環系統設計，達到

居家室內降溫及通風換氣的目的，而能改

善都市悶熱的問題。此外，也能因應個別

居住空間大小的差異，以及可供綠化面積

未安裝建築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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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依需求設計出獨一無二專屬的植

生牆體，達到「自然共生，機能互補」的

訴求。

另外，就城市美感的創造層面而言，模

組化組件設計模式更是這類系統的核心價

值。有異於傳統植生牆設計方式，這類系

統運用模組設計的可變性與多樣性，提供

無限可能的創造力與激發城市美感的種子。 
透過不同模組的搭配組合，無論是因應個

人化居家環境美化需求所規劃的門牌系統

與裝置藝術系統，或是針對營業需求的招

牌系統設計，都能透過模組化系統易拆裝、 
多功能、可變化的設計特性，提供客製化

的選項，進而開發出個人的商品風格，改

善傳統鐵窗與各式招牌林立的混亂街景視

覺意象，創造新的城市景觀。

劉光盛、黃琮駿、吳宜靜
東方設計大學室內設計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