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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圖號/頁

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周宇輝委員： 

(一) P2 

本案看臺下皆為小空間，宜將中央

空調轉換為各空間可依使獨立開啟

之單機(分離式)空調系統，以節省

日後之營運成本(無須一次全啟動

大容量之中央空調系統) 

擬於設計準則載明，空調系統

應配合空間用途及使用時機，

分區規劃小型變頻式空調系

統，避免採用大型空調系統，

節省營運成本。 

(二) P7 

本案未考量後續之營運需求，商業

空間量體宜加大(球場暖身區可酌

予縮小)，以增加本案之營運利基。 

已修正縮小暖身區，增加商業

空間面積，增加營運利基。 

(三) P2、P27 

本案五人制足球場遮陽頂棚因挑高

過高，將導致上午、下午各有一面

球場受日光直照，宜修正設計於周

邊 (西向、南向 )區增設較低之頂

棚，或擴大出簷面積。 

以於剖面圖加註示意說明，應

考量遮陽設計。 

(四) P3 

(一) 本案未見無障礙停車位(位置

宜靠近入口)，觀眾席無障礙廁所之

位置距無障礙觀眾席及電梯過遠，

另建議可設置哺乳室。 

原無障礙車位靠園區入口處修

正為靠近球場入口處，一併修

正無障礙坐席靠近電梯及無障

礙廁所，並增設哺乳室1間。 

(五) P1 

本案足球暖身宜增設一洗鞋槽(含

水源及地排孔)，並設置選手恢復功

能之冷、熱水池。 

修正於設計準則加列洗鞋槽

(含水源及排水)。 

(六) P17 

本案之攝影台位置不宜阻礙後方之

觀眾視線，(且中線延伸區通常僅設

置一具攝影機) 

修正刪除前排看台之攝影平

台，另中線延伸區修改為乙處

攝影平台。 

(七) P24 

本案天然草足球場下方設置「排水

帶」(天母棒球場先前即因其整修工

程採用排水帶功能不佳)，請確認並

檢討設置「排水帶」之適宜性。 

修正排水帶為透排水設施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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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P2、P25 

本案照明採UEFA LEVEL ONE之高

照度標準，惟本案周邊附屬設設置

種類及規格並不符合UEFA LEVEL 

ONE之標準，建議宜務實考量營運

成本，回歸原契約需求進行照明規

劃。 

經再檢討日本聯足J1、J2照度

要求水平>1,500LUX，AFC球

場照度要求水平>1,200LUX，

UEFA Level 2 照度要求水平

>1,500LUX、 

垂直>700LUX (1,200LUX較

佳)。 

建議修正為水平>1,500LUX、

垂直>1,000LUX 

 

(九) P2 
本案宜增設旗杆(含頒獎及裝適用

旗杆)。 

於設計準則內加列規劃頒獎旗

杆及裝飾用旗杆。 

(十) P7 

本案整草機及配件僅編列120萬

(含人工草及天然草之維護設備)，

請檢討所編預算是否足夠，並詳列

機具名稱，及說明維護機具之儲藏

及維修空間。 

 

整草機係供人工草維護使用，

天然草之維護設備應加列牽引

車，鋪砂機、打孔機及三聯滾

刀剪草機等，上述維護機具可

儲放於維修器材室。 

二、林志忠委員： 

(一) P1、P2 

本案建議訂定較為明確之硬體設計

準則，俾作為未來各縣市政府提案

之審查標準 

 

修正設計準則供各縣市提案之

審查供参。 

(二) P1 

足球場設置應以南北向為主軸，惟

本案設計卻為西偏南東偏北之東西

向設計，請檢討說明 

 

修正為南北向為主軸。 

(三)  

簡報69頁中說明之噴灌系統中，每

次 噴 灑 需 求 水 量 為 45m-

3/hr*6/12=22.5m3/hr，算式中未

說明6/12之定義為何，係指噴灑次

數或有其他定義，建請補充說明 

 

有關自動灑水設備，每乙只噴

頭每小時噴灑水量為45M3，場

地共有6只噴頭，以每只噴頭每

次噴灑5分鐘計算，每次噴灑全

場所需之水量為4.5M3*1/12

時*6=22.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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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黎偉銘委員： 

(一)  

建議將本案都市計畫及土地管制規

定及與其相關的建蔽率、容積率、

法定停車、後續OT需求等列出，俾

提供地方政府選址、及地方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前置作業參考 

有關本案選址應以體育設施用

地或文教用地或公園多目標使

用為優先考量，其土地管制規

定及建蔽率、容積率等應依該

基地細部都市計畫內土管規定

辦理。 

(二)  
本參考圖說所適用的條件限制宜清

楚說明，舉例如下： 

 

(1)  

敘明參考圖說適用的國際級最高比

賽等級及相關規範(如歐足聯賽、亞

足聯賽等)，以提供地方政府選用決

策參考。 

日本職業足球聯賽對觀眾席的

要求為 J1級15,000席， J2級

10,000席以上，J3級3,000席以

上，目前規劃6,000席尚無法滿

足J2級賽事，10,000席則可符

合J2級賽事需求。另歐足聯隊

球場觀眾席之要求甚低(第一

級200席，第二級1,500席，

4,500席，第四級8,000席)，惟

實際操作如過去第四級賽事選

定的球場均為50,000席以上之

球場，另亞足聯AFC CUP申請

証照就場地設施為需有一座

5,000席之比賽場地及練習場

地一座。本案之參考規畫圖說

配合國情採6,000席，同時預留

可增設活動看台或增建永久性

看台空間，將可達10,000席或

15,000席以上，尚屬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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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出本參考圖說可達到的綠建築候

選標章等級，並指出可考量或已考

量的節能減碳設計。 

本案僅初步規劃惟基地較估計

採用透水鋪面基本保水指標，

室內採用綠建材室內環境指

標，注意開挖率及採用省電燈

具，高效率空調，一般箱能指

標等均可獲通過高分取得銀級

以上邁向黃金級綠建築標章應

無困難。 

(3) P2 
“複合式草種”請再清楚定義或說

明。 

修正設計準則加列天然草於冬

季可視需要加撒冬季草種。 

(4) P2 

避難逃生部分，有無檢核符合消防

法規定。 

修正設計準則加列建築及消防

設計需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消

防法規及相關法規規定。 

(三) P2、P28 

請說明人工足球場規劃自動灑水系

統考量因素及提供該噴撒系統配置

圖；並請標示儲水池的設置位置及

其與回收水再利用的規劃 

人工草足球場規劃自動灑水系

統主要為降低人工草坪蓄熱之

溫度，儲水池可利用建物筏基

水箱或規劃儲水池使用，並修

正設計準則，列入灑水系統必

須設置回收水再利用之規劃。 

(四) P2 

本案所設計的項目(如人工草皮、軟

網等)為了避免被誤解為指定綁標

項目，建議宜訪查國內是否有三家

以上、並於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未

列入時，宜提供該項目之施工規範

以作為設計參考。前述之施工規範

中如果國內TAF無辦理項目之檢驗

(證)項目時，宜有建議編列之參考

經費規劃及工期建議；例如申請人

工草皮需經FIFA認證1式60萬，期

間約需1個月 

人工草皮建議採用FIFA年度推

薦認証合格之廠牌計有9家，擬

修正設計準則納入建議，同時

於設計準則納入之工程細設必

須包括施工規範及編製施工期

程預定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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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考預算書請依工程會「公共建設

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及PCCES

製作，並請同步檢視複合式單價分

析所引用的施工規範有無遺漏及標

示所列單價估算年期，以作為地方

政府參考依據 

擬修正設計準則納入細部設計

預算書必須採用PCCES製作，

並標示所列單價估算之年份。 

(六) 
參考預

算 

一般於工程預算(資本門)編列時，

對於滾刀式剪草機、刷草機等屬經

常門之維護管理需求並未編列於工

程預算內；建議盤點足球運動中心

所應用到的維護管理機具清單(列

屬經常門部分)，提供體育署建立相

關補助基準，補助地方政府購置 

有關場地維護機具補列清單及

参考單價供参。 

(七) 
參考預

算 

主場地夜間照明「RC基礎含基樁」

編列4組每組140萬元、景觀植栽美

化工程編列800萬元等，未見相關

設計參考圖，建議再檢視有無遺漏 

夜間照明燈柱及景觀植栽美化

等項已補附單價分析供参。 

四、陳信安委員： 

(一) P1 

建議未來於本案選址時，場地設立

地點距離考量以飯店到球場1小時

車程內為主 

列入規劃設計準則。 

(二) P2 
建議場地燈光，能以符合未來國際

比賽為標準 

遵照辦理。 

(三) P2 
人工草皮練習球場，建議可先劃上

8人制球場線，俾提供多功能使用 

列入設計準則。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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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圖號/頁次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石委員明謹： 

(一) P1 

建議未來於足球發展中心選址時，因應

都市形態不同，採取不同設計及選地。

另提供亞洲地區不同都市形態之體育場

館範例供參(如附件)。 

本規劃案僅為規劃滿足需求設施及

空間，模擬所需基地及参考配置方

案，國內基地較缺乏，選址時必須

配合各縣市基地型態，因地制宜，

配合基地採取不同之規劃設計方

案，(或為競賽場地與練習場地非屬

同一街廓基地或為基地形狀及地形

不同，交通及道路條件不一，均宜

依各基地及營運條件進行不同之規

劃設計方案)。 

(二) P13~P16 

請建築師增列無障礙空間設計及動線

圖，另無障礙動線須配合無障礙區位規

劃，選擇以電梯、斜坡或其他方式設計。 

原規劃方案已規劃行動不便空間，

修正補繪行動不便動線圖及增設行

動不便廁所數量，如動線平面圖。 

(三) 參考預算 

在經費允許之情形下，建議採取三面觀

眾席均有屋頂之設計，除可遮蔭、遮風

避雨外，另有場內觀眾聲浪大，增加場

內氣氛，且場外無噪音之優點。 

参考圖說之工程造價估算內列有僅

主看台有頂棚設計之經費及主副三

面看台均有頂棚之經費供参考。 

(四) P7 
球員休息區建議於規劃時以「ㄇ」字型

方式設計。 

球員休息室已補繪內部坐椅採ㄇ字

型方式配置。 

(五) P2 

安檢區應預留安檢空間(如入口廣場)，俾

容納開賽前湧入人潮。 

各觀眾出入口規劃退縮適當空間(如

入口廣場)以疏緩開賽前湧入之人

潮。 

(六) P7~P10 
建議入口閘門應以分區方式規劃，以利

疏散。 

入口閘門分區設置。 

(七) P7 
建議可於適當地點增設置物櫃(如燈柱2

側)。 

燈柱2側增設置物櫃。 

(八) P1 

有關天然草皮部分，建議考量可採複合

式草種方式種植，除可因應季節因素

外，亦降低同一草種因病枯萎，致球場

無法使用之風險。 

 

天然草考量可採複合式草種列入需

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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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趙委員榮瑞： 

(一) P23 

人工草皮規格建議詳列，並須重視球員

因球場規劃緩震不足，致造成運動傷害

等問題。 

人工草規格於需求說明內增列人工

草必須採用FIFA Quality PRO認証

之人工草，且人工草球場施工完成

必須申請取得FIFA Quality PRO認

証，並補繪人工草規格及詳細剖面

供参考。 

(二) 
P1、

P13~P16 

規劃單位應檢視人員疏散及安全問題，

針對周邊交通疏散(接駁交通工具)亦需

整體規劃。 

有關人員疏散補繪觀眾疏散動線圖

供参考，周邊交通疏散含接駁交通

工具之規劃亦列入需求說明。 

三、徐委員有辰： 

(一) P1 
本案應確立係以舉辦國際賽事或國內職

業賽事為目標。 

本案目標為國內職業足球賽事場

地，亦可兼舉辦國際賽事。 

(二) P2 

建議球場規劃應保留球員搭乘巴士可通

達球場區域內之路線，以及救護車直線

進場路線，以保護球員與觀眾安全。 

球員大巴士可達球員休息室側之入

口處，並規劃球員大巴之停車位，

救護車停放於1.2號燈柱旁待命，可

直接進入球場。 

(三)  

鑒於目前土地取得不易，且要直接找到

整片5公頃的土地實屬困難，建議未來場

館選擇時，可考慮以區域型規劃方式辦

理，並得以既有場館改善方式辦理。 

國內土地的確取得不易，如無法覓

得競賽場地與練習場同一基地興建

時，亦可於同一區域分開興建利用

既有場館改善整建可滿足使用需

求，亦可節省部份經費。 

(四) P2 

建議規劃時預留觀眾席擴建空間，以因

應舉辦相關賽事增設席次之需求調整。 

本規劃方案保留主看台對側基地，

視營運情形需要可暫時以活動式看

台增加席位，約可增加2000~3000

席或必須時興建永久性看台及看台

下空間，其席位可增加3000~6000

席。 

(五)  

建議加強說明未來球場營運之優勢、對

於周邊社區與居民之貢獻。 

選址及規劃設計施工階段均必須加

強說明未來球場營運之優勢及對周

邊社區居民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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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委員永盛： 

(一)  

目前規劃僅主球場部分有設置維修室，

建議於練習場部分亦可考慮設置。 

練習場地之維修室及球員更衣室、

淋浴室、廁所等確有需要，本案因

緊鄰競賽場，考量利用競賽場副看

台下之空間設置，日後之管理及維

護費用可較節省，未再設置。如基

地情形不同時確需增設，增設維修

室及球員更衣淋浴廁所約需經費

2,500,000元 

(二) P17 

球場倘未來提供職業足球聯賽使用，則

牽涉攝影動線規劃、空拍，如何與國際

轉撥媒合應詳加考量。 

足球場依FIFA設施手冊要求之攝影

平台位置均已規劃，有關空拍及國

際轉播媒合等將列入需求說明参

考。 

(三) P25 

依亞足聯照度規定需達1,800Lux，而目

前規劃之水平照度僅為1,200Lux，請規

劃單位務必確認各項規格是否符合目標

賽事之規定。 

原 設 定 照 度 要 求達 水 平 照 度

1,200LUX如搭配垂直照度750LUX

可達UEFA class A級之照明標準，僅

能舉辦歐足聯二、三輪排位賽，如

提升為UEFA B級之照明標準為水平

照 度 1,400LUX 垂 直 照 度

1,000LUX，亦未能符合亞足聯

1,800LUX之標準，建議提升為UEFA 

class A級之照明標準，水平照度

2,000LUX、垂直照度1,500LUX，則

除可符合歐足聯決賽及亞足聯賽標

準，惟照明設備之相關經費約需增

加900萬元。 

(四)  
建議增列維安進出動線之規劃。 維安進出動線列入規劃，並列入需

求說明。 

(五) P7 

建議主球場增設球員恢復室及情報分析

室。 

球員休息室目前規劃設置按摩床，

擬將醫療室加大可設置水療設備供

需要球員使用，情報分析室併警衛

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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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2 

目前主場規劃為105m x 68m之規格，而

FIFA規定之球場最大規格為120m x 

90m，鑒於球場由大變小相對由小變大

容易，建議於土地狀況允許下以最大規

格規劃。 

本 規 劃 参 考 方 案之 球 場 雖 為

68x105M標準規格尺寸，惟兩側保

留 之 緩 衝 密 度 各 為

5Mx5M=10M，如日後球場規格加

大，本場地如扣除緩衝各3M時，球

場之最大尺寸為68+26-6=88M。

105+20-6=119M。 

(七)  

建議未來各縣市之足球發展中心於規劃

時，可將地方特色及文化納入。 

有關各縣市足球發展中心於需求說

明內加列各縣市可考量地方特色及

文化納入規劃設計。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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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需求說明及規劃設計準則 

1.1足球發展中心基本需求說明 

1. 6,000 席次觀眾席看台。 

2. 競賽場 1 座，練習場 1~2 座，五人制足球場 3 座。 

3. 球場照明設施:競賽場符合:垂直照度 1,000Lux、均勻度 U1V>0.4，
U2V>0.5，水平照度 1,500Lux、均勻度 U1H>0.5，U2H>0.7。練習場符
合:水平平均照度>500Lux、均勻度 U1H>0.4，U2H>0.5，戶外燈具防水
防塵 IP65 以上。五人制足球場水平平均照度>400Lux 以上、均勻度

U1H>0.4，U2H>0.5。 

4. 室內空間需求: 
A. 球員休息室 4 組 (含休息區、更衣淋浴室、廁所、按摩床、置物櫃) 
B. 裁判休息室 2 間 (含休息室、更衣淋浴室、廁所、置物櫃) 
C. 診療室 
D. 藥檢室 
E. 貴賓室 (可容納 100 名) 
F. 盥洗室 
G. 媒體休息室、轉播室、記者工作室 
H. 會議室 
I. 維修室 
J. 重訓室 
K. 售票區 
L. 茶水間 
M. 商業設施 
N. 觀眾廁所 
O. 熱身區 
P. 機房 
Q. 走廊、樓梯間 

 

1.2有關足球發展中心之選址考量 

A.  球場之座向長向軸線為南北向。 
B.  基地交通條件道路系統完善，大眾運輸便捷為佳。 
C.  基地為市郊區非密集之商業或住宅區為佳，否則應考量對周邊環境之影響

(含交通噪音及光害等課題) 
D.  基地之地質條件適合建築之區域，排水條件良好為宜。 

E.  基地之季風風向及風速考量。 
F.  基地之下雨頻率考量。 
G.  競賽主場地與練習場地相鄰為佳，如基地受限以區域考量，在同一區域可

分別規劃競賽主場地與練習場地及五人制練習場地。 
H.  基地條件具日後擴建潛力為佳。 
I. 基地鄰近有觀光飯店、醫院及其他服務設施為佳，且可供球隊住宿之觀光

飯店距球場基地應不超過 1 小時車程。 
J. 基地以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可供興建體育設施為佳，如不屬可立即開發

興建之基地應評估都市計畫變更使用分區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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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規劃設計準則 

1.3.1 配置原則 

1.球場長向中軸線應以南北向為主要考量方位。 

2.競賽場地以 FIFA 競賽標準場地 68M*105M 為準，四周各至少規劃 5M 寬

之草坪區為緩衝區。 

3.競賽場應滿足需求之各類觀眾席位看台及室內賽會空間及適當之營運商業

空間。 

4.競賽場地必須考量預留增設臨時看台或未來增建永久性看台之空間。 

5.競賽場配置應符合賽會 6 大族群之動線規劃(球員、觀眾、貴賓、媒體、裁

判、工作人員)。 

6.競賽場之配置應規劃觀眾緊急疏散之安全動線工作人員及出入口緩衝空間。 

7.競賽場應考量交通條件，規劃適量之汽機車停車場及球隊大巴停車位，並

考量行動不便車位及球員大巴車位規劃之配置適宜位置。 

8.應規劃全區之排水系統及連外之排水幹線系統避免暴雨時全區及球場有積

水之虞。 

9.園區內之道路系統應可達各設施及場地，並考量管理維修及緊急疏散之良

好功能。 

10.園區道路系統應配合規劃路邊之喬木植栽及複層之灌木植栽，以達綠美化

之效果，並應符合各地方之綠化面積及基地保水之相關規定。 

11.園區須規劃雨水回收系統以提供植栽草坪噴灌灑水使用。 

 

1.3.2 看台規劃設計原則 

1.觀眾席(包括貴賓席、媒體席、行動不便輪椅席及特別貴賓包廂等)之席位數

必須滿足需求。 

2.看台應規劃遮陽遮雨頂棚。 

3.看台觀眾席視角應涵蓋球場。 

4.看台觀眾席之通道，疏散口及樓梯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法令規定。 

5.觀眾席之男女廁所數量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法令規定。 

6.看台規劃設置適量之販賣部。 

7.看台觀眾席應設置具椅背坐椅並附坐位排號，銘牌及飲料架。 

8.看台地坪(含通道)應考量防水、耐磨及止滑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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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室內賽會空間規劃設計原則 

1.空間之配置應考量 6 大族群動線需求。 

2.空間內容應滿足賽會需求，至少應包括需求說明之室內空間需求 3.各室內

空間考量適宜之照明設備、插座系統、wifi 網路及空調設備。 

4.空調系統須考量配合空間用途及使用頻率與時段，分區規劃變頻式空調系

統，避免僅規劃大型空調系統，以節省營運成本(如看台下各小空間，可依

使用時機採獨立開啟之單機(分離式)空調系統)。 

5.所有潮溼之空間地坪規劃止滑之材質(如淋浴室、廁所等)。 

6.規劃設備之控制管理中心，可遠端控制及監控並記錄設備運轉。 

7.五人制室內球場樓層高度甚高，應規劃適當遮陽，避免東西日照影響使用。 

8.練習場地如非緊鄰競賽場，必須單獨規劃球員更衣淋浴室、廁所及維修器

材室。 

9.建築及消防設備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消防法規及相關法令規定。 

10.規劃商業空間應注意符合該基地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1.3.4 球場規劃設計原則 

1.應考量球場之規格尺寸及周邊緩衝距離須符合比賽要求。 

2.球場材質應評估使用之需求，規劃確定採用天然草或人工草材質。 

3.人工草足球場必須採用 FIFA Quality Pro 認証合格之人工草皮品牌(建議採

用 FIFA 年度推薦之品牌為佳)，並應依取得認証測試之整組系統規劃施作。 

4.人工草足球場設計及施工應符合 FIFA Quality Pro 檢測標準。 

5.人工草足球場應規劃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系統(不得於球場內設置噴水頭)，並

規劃回收水再利用系統之規劃。 

6.人工草足球場於施工完成，應向 FIFA 申請並取得 FIFA Quality Pro 認証証書。 

7.天然草足球場之草種以百慕達 419 號或其他適宜當地氣候及足球場使用條

件之草種為原則。 

8.天然草足球場之透排水層及透排水管配置規劃，以場地完成後之排水功能

須能符合整體之排水量為原則。 

9.天然草足球場之平坦度、洩水坡度、球反彈、球滾動等須達符合 FIFA 設施

手冊要求為原則。 

10.天然草足球場於冬天溫度下降，原草種生長較遲緩時，可考量增撒複合草

種之草籽(如黑麥草等冬季草種)，以維持草種品質。 

11.天然草足球場應定期維護，實施剪草、拔除雜草、病蟲害防治、施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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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打孔、抽砂、鋪砂、拖平等維護工作。 

12.天然草足球場應規劃設置自動灑水設備系統(不得於球場內設置噴水頭)，

並應考量回收水再利用系統之規劃。 

13.球場應規劃頒獎用旗杆及建築物與周邊規劃裝飾用旗桿。 

14.球門須採用符合 FIFA 規範之產品，角旗之固定座須兼具比賽時插入角旗

及平時以人工草蓋板套入提供練習使用，球門後方須設置擋球網。 

15.足球練習場周邊設置 2.4M 高之透空金屬圍網，其上方並加設 4.6M 高之

尼龍擋球軟網。 

16.足球競賽場地須設置顯示面積至少 23 ㎡(寬高比原則約 16:9)之全彩顯示

幕乙處，其解析度至少應達 426*240pixell(含)以上。 

17.競賽足球場應設置矩陣式播音系統乙套，具有緊急廣播、公共(業務)廣播

及足球場比賽之良好播音功能。 

18.人工草練習場及五人制足球場 3 座練習場，並規劃加畫 8 人制足球場畫

線，提供多元場地使用。 

19.暖身場更衣淋浴室外，應規劃設置洗鞋槽，並規劃給排水設備。 

 

1.3.5 球場夜間照明設施規劃設計原則 

1.競賽球場為提供夜間比賽，應規劃球場夜間照明設備系統，其照度標準為

水平照度 1,500LUX 以上，均勻度 U1H>0.5，U2H>0.7，垂直照度

1,000LUX 以上，均勻度 U1V>0.4，U2V>0.5。 

2.有關球場夜間照明之規劃設計應考量符合 FIFA 設施手冊之相關規定，以維

球場夜間照明之品質要求。 

3.有關夜間照明燈柱之抗風壓於承載投光燈具、航障燈及避雷針於桿頂時，

其結構應能承受 60m/s AASHTO 平均風速及 78m/s AASHTO 瞬間最大

風速。 

4.球場夜間照明之燈具開關，應考量多種使用模式，分段開關，如國際比賽，

一般比賽、散場、練習使用、清潔維護使用等模式，以節約能源。 

5.練習場夜間照明須符合水平平均照度 500LUX 以上、均勻度 U1H>0.4，

U2H>0.5。 

6.五人制室內足球場水平平均照度 400LUX 以上、均勻度 U1H>0.4，

U2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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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規劃圖說 

2.1 規劃方案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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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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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透視模擬圖 

 

 

 

■全區透視模擬圖(屋頂形式方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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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場地透視模擬圖(屋頂形式方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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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透視模擬圖(屋頂形式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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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場地透視模擬圖(屋頂形式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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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規劃各層平面圖 

 

 

 

 

 

 

 

 

 

 

 

 

 

   

■一層平面圖 

燈桿 

燈桿 燈桿 

樓地板面積: 約 4,975 m2 

燈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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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平面圖 

樓地板面積: 約 2,040 m2 



WANBANG Architects & Associates 

  

 

12 

教育部體育署 

『足球運動發展中心參考圖說委託技術服務案』 

CH2 規劃圖說 

 

 

 

 

 

 

 

 

 

 

 

 

 

 

 

 

 

 

 

 

 

 

 

 

 

 

 

■三層平面圖 

樓地板面積: 約 1,055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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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層平面圖 

無障礙:約 50 席 

貴賓:約 185 席 

媒體:約 50 席 

上層:約 545 席 

下層:約 5,560 席 

 

總計:約 6,390 席 

南側副看台 

約 1,500 席 

北側副看台 

約 1,500 席 

東側主看台 

約 3,390 席 

樓地板面積: 約 3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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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形式(方案 A) 

 

 

 

 

 

 

 

 

 

 

 

 

 

 

 

 

 

 

 

 

 

 

 

 

 ■屋頂平面圖 (方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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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形式(方案 B) 

 

 

 

 

 

 

 

 

 

 

 

 

 

 

 

 

 

 

 

 

 

 

 

 

 ■屋頂平面圖 (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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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各層動線平面圖 

 

 

 

 

 

 

 

 

 

 

 

 

 

 

 

 

 

 

 

 

 

 

 

 

 ■一層動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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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層動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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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層動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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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層動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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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攝影平台位置圖 

 

 

 

 

 

 

 

 

 

 

 

 

 

 

 

 

 

 

 

 

 

 

 

 

■攝影平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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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規劃立面圖 

屋頂形式方案 A 

 

 

 

 

 

 

 

 

 

 

 

 

 

 

 

 

 

 

 

 

 

 

 

屋頂形式方案二 

■正向立面圖(屋頂形式方案 A) 

■側向立面圖(屋頂形式方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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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立面圖(屋頂形式方案 B) 

■側向立面圖(屋頂形式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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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規劃剖面圖 

 

 

 

 

 

 

 

 

 

 

 

 

 

 

 

 

 

 

 

 

 

 

 

 

■主看台剖面圖 

■副看台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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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看台坐席視線檢討圖 

 

 

 

 

 

 

 

 

 

 

 

 

 

 

 

 

 

 

 

 

 

 

 

 

 

■主看台剖面視線檢討圖  

■副看台剖面視線檢討圖  

★座席方位角 

⊙座席至場地中心點的連線與場地短軸夾角。 

★座席視線角 

⊙一般控制為 28~30度(過大時變形明顯加大)。 

★視線升高差值  

⊙一般建議為 12-20cm(過大時易產生暈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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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草皮剖面祥圖 

人工草皮剖面圖 

 

  

■人工草橫向剖面圖 

■人工草縱向剖面圖 

 



WANBANG Architects & Associates 

  

 

26 

教育部體育署 

『足球運動發展中心參考圖說委託技術服務案』 

CH2 規劃圖說 

 

人工草皮規格參考及 FIFA 規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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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草皮剖面圖 

 

 

 

 

 

 

 

 

 

 

 

 

 

 

 

 

 

 

 

 

 

 

 

 

 

 

 

 

■天然草橫向剖面圖 

 

■天然草縱向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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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燈光照明配置圖 

 

 

 

 

 

 

 

 

 

 

 

 

 

 

 

 

 

 

 

>15∘ 

>15∘ 

>15∘ 

>15∘ 

>25∘ 

不得設置光源 

>15∘ 

>15∘ 不得設置光源 

>15∘ 

>15∘ 

競賽場夜間照明需求表 

 

競賽場夜間照明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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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15∘ 

不得設置光源 >15∘ 

>15∘ 
不得設置光源 

>15∘ 

>15∘ 

>25∘ >25∘ 

暖身場夜間照明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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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制足球場場夜間照明基準 

 

應規劃 
遮陽設計 

應規劃 
遮陽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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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噴灌系統圖 

 

 

 

 

 

 

 

 

 

 

 

 

 

 

 

 

 

 

 

 

 

 

 

 

 

 

 

 

 

 

 

 

 

每噴頭每小時噴水量 45m3 每次噴灑 5 分鐘 

每次噴灑水量 45m3 x 1/12 x 6 = 22.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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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計時計分顯示板示意圖 

LED 全彩顯示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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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單色顯示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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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考預算 

3.1 方案 A (看台屋頂僅主看台 2/5加頂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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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案 B (看台屋頂全部加頂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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