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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台中市為例研究立體化道路系統周邊的景觀規劃設計，就台中市區高速公路及鐵路所經過之沿線選取之樣本進行

調查，並以道路綠化正面的機能做為取樣準則，將立體化道路系統分為橋樑周邊之整體景觀及地下道周邊之整體景觀二大

部分，並以此分類作為調查研究之依據。 一、本研究之架構主要由以下三個部份組成： 第一部分主要為景觀評估，旨在

探討立體化交通系統周邊景觀之規劃，進行視覺景觀價值的評估與道路服務設施之評估。 第二部份為景觀偏好調查，依據

立體化道路系統之形式分類進行觀賞者的「偏好值」及「熟悉度」之評估，探討觀賞者對立體化道路景觀之偏好以及偏好

與熟悉度之關連性。 第三部份則為專家深度訪談，將第一部分的現地實際調查及第二部份之問卷調查彙整及分析，對專家

學者進行深度之訪談，檢討一般大眾對道路景觀的偏好以及現有立體化道路景觀規劃設計之缺失；並輔以國外相關案例之

分析，整理歸納提出對立體化道路周邊景觀規劃設計之分析及建議。 二、本研究之目的有下列四點： 1、瞭解立體化道路

系統之規劃目的、規劃方式與準則，並藉由現地調查，檢討現有國內立體化道路系統規劃的缺失。 2、藉由景觀偏好及熟

悉度之評估，以了解民眾對立體化道路現況之景觀偏好。 3、透過專家實質訪談及相關案例分析，對國內立體化道路系統

周邊景觀規劃設計提出改善及建議。 4、提供相關單位往後在規劃立體化交通系統之參考及依據。 三、本研究之結果有下

列四點： 1、橋樑設施中材質及造型較其他橋樑特殊的虹揚橋是受測橋樑中評估值較高的橋樑。 2、針對在地下道周邊之

防護牆及人行步道欄杆的材質、型式及造型進行設計，使視覺景觀上具備完整性，可讓駕駛人印象較為深刻並得到較高之

偏好。 3、道路周邊之植栽及景觀設施進行規劃設計時，除了考量植栽及綠美化之相關問題外，都市景觀、公共設施與道

路設施做整體景觀規劃，也可讓駕駛者有良好的視覺景觀。 4、現今一般工程在規劃時都是將施工規範圖說直接套入，使

得國內現行之立體化道路系統缺乏與周邊環境契合的周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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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oad services. The second part is the survey of landscape preference that aims to assess preference value and familiar degree of viewers. The third

part was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and foreign cases stud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author compiled, inducted and provided the

analys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lanning and design landscape surrounding grade separation roads. The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the

following: 1.Understand the purpose, planning pattern and standard of grade separation road system by means of on-sit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2.Explore public’s preference of landscape surrounding grade separation road system through the assessment of landscape

preference. 3.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planning and designs of landscape surrounding grade separation road system. 4.Offer

authorities references and bases in planning grade separation traffic system in future. There were four findings in the research: 1. Among bridges,

Hong-Yang Bridge won the highest assessment value in terms of materials and its special shape. 2.Deliberately Design in materials, model and

shape of protection wall and handrails of walkway would integrate visual landscape, impress drivers and win higher degree of preference. 3.To

conduct integral landscape planning for urban landscape, public facilities, road facilities and planting plan could enable drivers enjoy excellent

visual landscape. 4.In planning general construction, the engineers usually refer to 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s that make existing grade separation

road system lack of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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