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民小學 111 年度教育部永續循環校園探索計畫成果報告 
一、校園植栽盤查成果 

本次校園植物普查，共記錄了 83科 232種的植物(詳附錄一)。其中裸子植物 5種、雙子葉 191種、

單子葉 29種、蕨類植物 7種。以植物的型態來看，喬木類 78種、灌木類 35種、藤蔓類 29種，草本 90

種。 

(一)特、稀有種植物 

校園中臺灣原生的植物總共 144種，其中 12種為臺灣特有種，外來種則有 88種。原生植物的比例

較高，佔了 62%。其中也包含在野外受威脅面臨滅絕壓力的物種，例如：竹柏、蘭嶼羅漢松、羅漢松、

穗花棋盤腳、臺灣香檬、風箱樹、日本山茶、瓜葉馬兜鈴、蘄艾、高士佛澤蘭、牛樟、金新木薑子、尖

尾姑婆芋。這些在野外具有生存壓力的植物，被栽植到校園，除了做為教學的資源之外，也因此將物種

保存下來。 

 

 
圖 1.育德國小校園植物原生種與外來種分析 

 

 (二)誘蝶、誘鳥植物 

校園廣泛栽植了眾多臺灣原生的植物，其中包含了不少的誘蝶、誘鳥植物，也就是吸引蝴蝶、鳥類

取食的植物，也因此豐富了校園的生態。  

校園中的誘蝶植物，包含了蝴蝶幼蟲時期取食的食草、成蟲時期訪花的蜜源植物，另外有部分的蝶

類會吸食熟果、腐果的汁液以及樹幹滲出的汁液。記錄結果如下： 

       表 1. 育德國小校園誘蝶植物類型分析 

誘蝶植物 
食草 蜜源 食草+蜜源 腐果、樹液 合計 

99種 80種 35種 5種 149 

 

(三)自生苗木(木本及藤本) 

校園中各個角落多可發現自行繁衍生長的苗木，本次盤點共記錄了 24種自生苗木，其中大多為臺

灣原生的物種。部分是引進栽植的物種，在校園中自行繁衍後，長出新生的幼苗。這些適應校園的環境

新生小苗，可做為校園植物的更新或補植。 

二、校園綠覆面積盤查成果 

育德國小校園綠地面積共計 7933.66m2，相對於校地總面積 19983.33m2，綠覆率為 39.70%。綠地

主要分布在運動場周邊、中庭草坡、蝴蝶園及蝴蝶步道周邊、幼兒園旁花園，以及葉綠樹生態園區與周

邊圍牆綠帶，如圖 7所示。而因綠覆所帶來的影響最直接反應在地表溫度的差異，相較於綠覆較高的區

域，大面積不透水硬鋪面廣場的地表溫度明顯高出許多。 

本校樹木眾多，大型喬木主要分布於操場及生態園區周邊，在維護方面需耗費較多心力，包含例行

性之澆灌及巡查作業，以及每年於颱風季前之預防性修剪作業和風災後之加強檢修工作，如有斷落或傾

倒之虞的枝幹，宜盡快移除。 

整體而言，本校園的綠覆狀況頗佳，但仍有提升空間，潛力區域包含西南側停車空間鋪面，以及遊

戲場橡膠墊鋪面，如能加以改造綠化，不僅有利於提升校園微氣候環境品質，同時也能營造多樣性的生

物棲息環境與教學空間。 

 

 
圖 2.育德國小校園綠覆面積分析圖 

三、校園透水鋪面盤查成果 

依實地調查與統計，目前校園內不透水鋪面的面積共計 7133.42m2，透水鋪面的面積為

9017.36m2，其中綠地透水鋪面約 7933.66m2，非綠地透水鋪面約 1083.70m2，相對於校地總面積

19983.33m2，透水率為 45.12%。 

本校校園透水鋪面以綠地為主(詳圖 8)，主要集中於中庭、運動場周邊、蝴蝶園、幼兒園東側花

園、葉綠樹生態園區周邊。另操場北側教學火車軌道鋪設礫石、東側門入口廣場鋪設透水磚，以及活動

中心北側步道與生態園區步道鋪設透水磚等，能同時兼顧透水與活動使用需求。 

整體而言，校園透水鋪面之面積比例頗高，未來如能針對主入口處混凝土貼地磚廣場、停車空間與

操場旁之瀝青混凝土鋪面，以及部分遊戲場之橡膠地磚鋪面，改以透水磚、透水混凝土或耐壓草坪等鋪

面材質，則更能降低不透水鋪面比例，且能增加基地保水能力與景觀優質化。 

 

 
圖 3.育德國小校園透水鋪面分析圖  圖 4.育德國小校園日照調查分析圖 

 

四、校園日照盤查成果 

本校教學樓建築群約呈ㄇ字型配置，主要走向為東北-西南向，與東南-西北向，受日照影響的方位

在夏季為東北東→西南西向，在冬天受影響的方位為東南東→到西南西向(詳圖 9)。鄰近校外環境物及

校園內環境物亦會產生陰影或反射的影響。 

整體而言，校園內教室受較大日照影響區域為育賢樓東西側及育才樓東西側，有部分時間會因日照

直射或漫射眩光影響教學或辦公，建議可於走廊陽台或雨遮處增設水平或垂直之外遮陽板，或是利用繩

網搭配攀爬植物成為遮陽綠網，以減少東西曬之影響。 

五、校園風場盤查成果 

校園風向主要受季風以及校園微環境影響，本校學樓建築群為ㄇ字型配置，主要走向為東北-西南

向，與東南-西北向，因此夏天之西南氣流可將葉綠樹生態園區之涼爽空氣自教室西南側開口引入，透

過對流通風可改善室內悶熱狀況與提升空氣品質(詳圖 10)。 

但冬天時，強勁的東北季風會吹向校舍之東北面，如育賢樓東側走廊及育才樓之前走廊側，然因受

鄰屋阻擋，僅較高樓層處易受影響，東北季風夾帶飄雨易造成人員淋濕和地面濕滑狀況。改善方式可增

設防風雨之造型沖孔擋板，以削減風能並形成特色。 

此外，育才樓二樓通往育德樓之連通廊道因缺乏頂蓋與側壁，易受風雨影響，造成鋪面濕滑，導致

師生通行時淋濕或有滑倒之風險。建議可增加遮雨頂蓋與側壁擋板，以保障師生便利與安全。 

 

 
圖 5.育德國小校園風場調查分析圖 

 

六、校園排水盤查成果 

依據既有地形圖高程及現場勘查結果顯示，校園整體地勢由南往北些微傾斜，校園地形最高點位於

校門口處及中庭土丘處，最低點則位於葉綠樹生態園區及北側綠籬交界處。校舍周圍多設有排水明溝及

陰井，並連接至校外排水系統，如圖 11所示，校舍教學區整體排水系統尚稱完善。 

校園易淹水區主要為西南側停車空間，因缺乏排水路且鋪面為不透水之瀝青混凝土材質，故易造成

雨後積水狀況。另外，中庭鄰接育才樓階梯口與地下一樓天井處，亦因排水路管徑較小或有阻塞狀況，

而偶有遇雨積水之情事。改善之道除加強溝渠清淤疏通外，並可局部改採透水溝或透水陰井，以及將不

透水之瀝青混凝土鋪面更換為透水混凝土或植草磚等鋪面，將有利水體滲透而減少積水之情事。 

 
    圖 6.育德國小校園排水系統分析圖 

 

七、校園危險(高風險)區域盤查成果 

校園內危險(高風險)區域詳如圖 12，主要分為以下五大類型，並建議須加以強化管制或改善，以維

護師生之安全。 

1.校園角落隱蔽幽暗空間-蝴蝶園東側步道與鄰房銜接處、活動中心北側與樹籬間步道區、校園西南

側圍牆周邊。 

2.校園水域落差濕滑空間-葉綠樹生態園區生態水池與水圳周邊。 

3.校園邊界綠圍籬缺口易侵入處-校園東側門旁與鄰屋交界處、校園北側與巷道交界處。 

4.地面凹凸不平或易濕滑跌倒處-蝴蝶園周邊步道、東側門入口周邊步道、主入口廣場、操場東側通

道瀝青混凝土鋪面、操場跑道內外圈水溝面、草坡中庭石板步道、司令台北側與教室間之戶外通道等。 

5.停車區及人車動線交錯空間-地下停車入口、正門入口廣場內外、操場旁對外出租之停車空間等。

 
圖 7.育德國小校園高風險區域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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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植物分布圖(含食草、蜜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