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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題目 

聳立的草皮-探討不同環境因子對於立體式草坪牆生長發育之影響 

 

貳、研究動機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變遷現象加劇，使得對抗暖化以及

減少碳排放成為全球首要任務。記得老師曾在上課時，討論到有關綠

建築(green building)、綠屋頂(green roof)及生態牆(living wall)等設計

具有節能減碳、淨化空氣、降低都市熱島效應以及增進城市綠美化等

功能，但生態牆往往有維護管理不易且維護成本過高等問題。綠油油

的草皮常常做為庭園造景的元素，但主要應用於平面鋪設，未見有人

將之垂直栽培。因此也萌生了應用生態牆立體化栽培的概念來探討草

坪垂直栽培的想法，並期望藉此研究以探討立體式草坪牆之實用可行

性以及對於草坪生長發育的影響，相關生長資料並可作為將來推廣的

依據與參考。 

    廣義而言，作為建築物綠美化之用的生態牆系統，包含綠屋頂

(green wall)、綠覆蓋(green facade)及生態牆(living wall)三種。綠屋頂

(green wall)泛指有植物覆蓋的屋頂系統，依種植的植物種類與投入維

護管理的不同可分為粗放型(Extensive green roof)及精緻型(Intensive 

green roof)兩種類型。綠覆蓋系統，為應用單一蔓性植物所形成之鋪

面，優點為維護方便且可形成自然優美之綠面。缺點為生長時間較



長，且植物覆蓋後的根系生長可能影響建築鋪面或導致建築物內部漏

水。生態牆系統，則為利用模組化版塊(含介質放置位置及排水系

統)，使植物栽種於介質中並固定於垂直立面。優點是植物種類多及

設置地點彈性大，缺點則是需較多的維護管理。 

    結縷草(Zoysia grass)為台灣庭園造景常用草坪草種，常用於庭

園、高爾夫球場、公園綠地及運動球場等的景觀綠美化。維護管理容

易。其特性為生長快速、耐踐踏、耐旱性強以及耐病、耐鹽性等特性。

對於生長的土壤條件要求較低，且能生長於酸性土壤(pH4.5-5.5)上。

以地下走莖作為主要繁殖模式，容易快速形成細緻、綿密的草坪。本

次試驗採用結縷草類的菲律賓芝(俗稱台北草)(Zoysia matralla)及鵝絨芝

(俗稱韓國草)(Z. tenuifolia)作為試驗草種。期能藉由本草種的特性，

使草坪草垂直生長成為可能。 

    本次研究擬探討與建置的草坪牆系統，乃融合及改良現有綠覆蓋

與生態牆模式的概念。應用現成的模組(市售PVC透水管)使草坪能固

定於垂直的立面並且生長。本設備具有可快速完成綠化佈置、根系不

會影響建築體表面、設置地點彈性大、維護管理容易、成本較低等優

點。期望能藉由本次實驗的進行，能探討不同環境因子對於立體式草

牆生長發育的影響，並建立相關生長資料以作為將來推廣設置的依據

與參考。 



参、研究目的 

    目前未見有關立體式草坪牆的相關研究，期望能藉此研究探討立

體式草坪牆之實用可行性以及對於草坪生長發育的影響，相關生長資

料並可作為將來推廣的依據與參考。依據初步實驗，應用適合的設

施，草坪確實可以垂直生長，但管理維護方式以及環境因子的影響，

仍需進一步探討。期望本研究之成果，將來可用於配合立體花牆系

統，以取代生硬的水泥圍牆、工地圍籬或作為鐵欄杆美化之用。 

 

肆、研究過程 

一、立體草牆製作 

1.以方型 PVC 透水管(L:10cm W:20cm H:50cm；南陽化工製造)，

直立放置，作為立體草坪牆面單體材料。以 5 支透水管單體為一

組，作為立體草坪牆結構主體(L:100cm W:20cm H:120cm)。透水

管內部填充砂質壤土，管壁外覆陽明山土作為黏著介質，最外層

鋪設草皮。 

2.供試草種：以結縷草屬(Zoysia)的菲律賓芝(台北草)(Zoysia matralla)

作為本次試驗之草種。 

3.試驗場地設置：將草坪牆主體置於校園內。每處設置 3 組立體草

牆。維護管理為每日噴灌澆水二次，以維持土壤之田間含水量。

實驗效期 6 個月，觀察草坪牆之生育狀況。 



二、資料調查與分析 

草坪生長狀況調查：自試驗開始後，每兩周修剪全區一次(修剪至

1.5-2cm，依一般草皮養護方式)，測量修剪下之草坪生長量、鮮

種、乾種。藉此分析草皮垂直生長之可行性及形態差異變化。 

 
 

伍、結果與討論 

一、立體草牆製作 

    由於方型 PVC 透水管(L:10cm W:20cm H:50cm)的結構較預期柔

軟，故於立體草牆的製作與改善過程中，遭遇許多瓶頸。原先設定將

PVC 透水管直立後，管內填土即可保持垂直，但實際卻造成管柱傾

斜的現象。經重新評估以及應用現有材料改善，故以南方松木板

(2.5cm 厚)製作木質外框，並於木框上方鑽洞，以便填土作業(圖一)。

雖然，會增加稍微整體裝置的重量，但對於未來的陳列與搬運較為方

便(圖二)。 

    本次試驗的草皮黏著劑為陽明山土，此種土壤為紅褐色黏質壤

土，於乾燥時土壤呈現自然團粒，但結構較為鬆散，以手輕壓即會碎

裂。但與水混合後，會呈現如同水泥一般的黏稠狀，可當作黏著劑將

草皮黏著於框架內。但鋪設草皮時仍需緊密壓實，不然在垂直放置

時，容易產生草皮對抗不了重力而掉落的現象。 



    以陽明山土作為草皮黏著介質具有環保以及能增進草皮根系生

長的功能。因為陽明山土極為保濕且土質緊密，以此作為媒介，對於

新鋪設草皮的根部生長以及根系與主結構結合有一定的幫助。惟建置

初期，須注意水分管理。陽明山土於乾燥時容易碎裂，若草皮的根系

尚未生長至主結構且密合，即造成垂直草牆的崩落，影響整體功能與

美感(圖三)。 

 

二、資料調查與分析 

由於前項試驗於初期遭遇許多瓶頸，故此部分資料尚未完成調查與分

析，將隨即補上。 

 

三、討論與未來展望 

本次設計及試驗垂直草牆時，發現許多可以改善或精進之處，在此提

出討論，以供後續研究參考。 

1.PVC 透水管的固定：因 PVC 透水管的材質較為柔軟，若需垂直成

形排列，需加以固定。本次採用木框架形式，雖可有效固定，但製作

框架較為費時費工，且木材經一定時間即會產生老化碎裂，實非理想

材料。原先有規劃用不銹鋼材燒製桁架且於每支透水管中放置鋼筋以

維持強度，但此規劃製作不便且更為昂貴，恐不利將來量產推廣。 

2.黏附介質的選擇：本次以陽明山土作為黏附材料，但此材料於乾燥



石容易造成草皮崩落，需花費時間澆水灌溉。若長期放置室外，則無

法達到省工的原始想法。之前曾想過以輕質水泥加上透水透氣性強的

珍珠石作為黏附材料，但會有水泥黏稠度與流動性不好掌握，故予以

放棄。 

3.灌溉模式改良：本次試驗立體草牆，採用人工直接於草皮表面噴

灌，但此澆水法於建置初期時，容易造成土壤沖蝕流失，進而影響草

皮的固定，且澆水不均勻亦會影響草皮的生長。建議日後可改進為利

用滴灌或是毛細管給水系統，如此即可方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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