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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本水利技術交流研討會」 

－以烏山頭水庫興建周邊設施之增建及灌區輪作制度之實施成效－ 

議程表 

時間：2018年 8月 31日          地點：烏山頭湖境會館 

時間 項目 主講人 主持人 口譯人 

08:00~08:30 報到  本會會務組  

08:40~08:50 致歡迎詞  
邱秋林 

本會董事長 
 

08:50~09:00 貴賓致詞  
經濟部水利署 

賴建信署長 
 

09:00~09:50 
烏山頭ダムの八田技師

設計理念について 

中川 耕二 

台湾と友好の会會員 

黃金山 

本會董事兼

執行長 

甘俊二 

本會顧問 

09:50~10:05 討論 中川 耕二 黃金山 甘俊二 

10:05~10:15  coffee time  

10:15~11:05 
為烏山頭水庫永續經營之

週邊設施後續改善措施 

林得志 

本會董事 
黃金山 甘俊二 

11:05~11:55 
臺灣水庫經營有效管理-

土砂防治及排砂作為 

林元鵬 

水利署副總工程司 
黃金山 甘俊二 

11:55~12:15 討論 
林得志 

林元鵬 
黃金山 甘俊二 

12:15~13:10  午餐 時間  

13:10~14:00 

汎用農地の土壌物理的

環境に関する評価 

水田と旱地の交互利用

により形成さ水る耕盤

層の粗孔隙特徵 

成岡 市 

三重大學 

大學院教授 

陳獻 

本會副執行長 
陳獻 

14:00~14:15 討論 成岡 市 陳 獻 陳獻 

14:15~14:25  coffee time  

14:25~15:15 
烏山頭水庫灌區輪作制

度實施成果 

許勝雄 

嘉南農田水利會顧問   
陳獻 陳獻 

15:15~15:30 討論 
成岡 市 

許勝雄 
陳獻 陳獻 

15:30~16:00 綜合討論 成岡 市等 
黃金山 

陳獻 
 

 歡送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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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八田與一技師 (一) 

出生 : 1886年日本石川縣金澤市花園村 

       豪農家庭，五男四女的兄弟姊妹 

 

教育:  花園小學 (四年) 

       森本尋常高等小學校 (三年) 

       石川縣之第一中學校  (五年) 

       第四高等學校大學預科 (三年) 

       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學科 (三年) 
八田與一技師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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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八田與一技師 (二) 

經歷 : 1﹑1910年帝大畢業後奉派來台灣，任職於台灣總督府土木部，時年24歲。 

       2﹑1917年參加台南山上的「上水道工事」及新竹州的「桃園埤圳」工事的 

          設計與監督。 

       3﹑1918年開始嘉南平原灌溉事業的調查規劃。 

       4﹑1919年3月率領80多名工程師進駐嘉義，辦理烏山頭水庫及嘉南平原灌 

                  溉系統的調查、測量、規劃、設計。10月完成規劃設計及預算書呈送日 

          本國會通過。 

 

4 

關於八田與一技師 (三) 

經歷 : 5﹑1920年7月日本帝國臨時議會通過嘉南大圳及烏山頭水庫興建計畫。 

       6﹑1920年9月1日正式開工，八田技師擔任工務所主任。 

       7﹑1930年完工，八田技師回歸總督府技師。 

             8﹑1942年奉派往菲律賓辦理棉花灌溉計畫，5月搭大洋丸輪船前往菲律賓 

                  途中，被美國潛水艇以水雷擊沉 ，海難死亡，享年56才，遺骨埋於烏 

          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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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嘉南大圳灌溉計畫興建經過 (一) 

嘉南大圳灌溉計畫分為四大部分 
 
  1﹑烏山頭水庫含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 
 

  2﹑越域引水工程 
 

  3﹑嘉南灌溉排水系統 
 

  4﹑烏溪取水口及水力發電工程 

烏山頭排水暗渠出口  烏山頭排水隧道取入口  烏山頭排水隧道取入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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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0年9月1日開工、預定工期六年 
 

  2﹑1923年9月1日發生日本關東大地震，興建經費中斷停工，致工期延長四年 
 

  3﹑1930年5月全部工程完工 

嘉南大圳灌溉計畫興建經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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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山頭水庫基本資料 

管理單位 : 台灣嘉南農田水利會 
 

計畫標的 : 嘉南平原的農作灌溉 
 

位    置 : 台南市官田、六甲、東山區 
 

壩    高 : 56m 
 

壩頂標高 : EL.66.66m 
 

滿 水 位 : EL.58.18m 
 

霸    型 : 半水力淤填式土壩 
 

溢 洪 道 : 自然溢流式陡槽，弧形進口 
 

集水面積 : 77.61km2 
 
 

總蓄水量 : 154,158,000m3 (原設計) 
 

 

有效容量 : 7,828萬m3 (104年測量) 
 

地    勢 : 地形分別由東往西及東南往西北向傾降 
 

水    系 : 攔蓄官田溪及從曾文溪引水蓄存水量   

22



9 

水庫平面布置圖 

10 

大 壩 

壩    型：半水力淤填式土壩(Semi-hydraulic fill dam) 
 

壩頂標高：EL.66.66m 
 

壩    高：56m  
 

壩項長度：1,273m 
 

滿 水 位：58.18m 
 

有效蓄水量：7,828萬m3 (104年測量)                 

大壩上游坡面現況 大壩下游坡面現況 

大壩標準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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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溢洪道 

型    式：自然溢流式陡槽 
          、弧形進口 
 

設計流量：1,500cms 
 

溢流口標高：EL.58.18m  
 

全    長：636m 
 
 

進 口 寬：124m 
 
 

出 口 寬：18m 
 

側 牆 高：4.45m                 

溢洪道現況 陡槽現況 陡槽現況 

12 

東口進水口 

水工機械 

取水隧道 
型式：馬蹄型混凝土構造 
 

最大進水量：56.6cms 
 

斷面尺寸：W5.45m×H5.45m，長度3,217m           
隧道入口開渠形式：梯型砌石護坡工 

隧道口閘門：非常緊急閘門一門，高5.7m， 
 

            寬5.5m，底檻標高80.48m。 
 

電動耙汙機：電動耙污機1座 

進水口閘門：電動梯桿式水門16門，每門寬 
 

            1.2m，高2.42m。最大進水量 
 

            56.6cms，底檻標高83.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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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西口堰 

堰    型 ： 中央心層輾壓土壩 
 

最大堰高 ： 30m 
 

堰    長 ： 110m 
 

堰 頂 寬 ： 6m 
 

喇叭型豎坑：入口直徑20.0m，豎坑深度26.6m 

西口堰現況 西口堰平面布置圖 

西口堰剖面布置圖 

14 

舊送水工 

送 水 塔 ： 12角型RC構造，塔高14.85m，內徑8.48m。 
 

送水隧道 ： 馬蹄型RC構造，長154.54m，寬7.58m，高7.88m。 
 

放 水 管 ： 送水管2條(162.03m及168.93m，管內徑2.73m，管壁厚12.7mm)。 
 

閘    閥 ： 蝶閥2座(內徑2.73m)，遮斷閥(含附屬旁通閥)2座及針閥6座。 
            (最大放水量62cms)。 

舊送水工縱斷面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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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山頭水庫永續經營 

增建工程 
 
  1﹑西口堰工程 
 
     越域引水隧道出口，水頭約 EL 84.00m 
              

             烏山頭水庫常水位 EL 84.00m ， 落差約26m，造成溪谷掏刷 
          

         於1943年興建西口堰及喇叭口豎坑消能，1947年3月完工。 

 

原西口堰縱剖面布置圖 

16 
西口堰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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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工程 
 
  2﹑新建送水工 
 
     原有送水工主要設施包括進水塔、進水暗渠、蝶閥 
 

        、壓力送水管(￠2,740mm)二道及針閥六座。 
    
  

     長年營運，鋼管壁變薄，蝶閥老舊漏水，1989年新 
 

     建送水工，1997年1月完成。          

項       目 概           要 
 
 
新
送
水
工 

直立式進水口 長30m，寬25.4m，高27.5m，上下兩層各2孔取水口，每孔寬4m，高4.2m，
攔汙柵3道，控制閘門4門，吊門機，架空吊車及操作系統等設備。 

明挖暗渠 內徑4.1m ，長158m ，RC結構內襯9mm厚鋼管。 

送水隧道 內徑4.1m ，長409.5m ，RC結構內襯9mm厚鋼管。 

壓力鋼管隧道 馬蹄型，高5.7m，寬6.0m，長32m，壓力鋼管直徑4.1m，長32m。 

三叉分歧管直徑由4.1m漸變至2.2m，長68m(水平距)。 

送水站 長24m，寬20m，高23.8m，半地下式RC構造。水工機械含環閘門與空注閥
各3組(設計流量90cms，常時流量68cms) 

18 

新建送水工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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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增建工程 
 
  3﹑新建越域引水工程 
 
     舊越域引水工程取水口位於曾文水庫下游二號橋與三號橋之間，稱為東口取 
 

         水口，喇叭形取水口，銜接3,107m 隧道，Q 56.6 cms之水經西口流入烏山頭 
 

     水庫，此工程與烏山頭大壩同時開工，於1922年12月開挖面噴出大量石油瓦 
 

     斯氣體，引起爆炸引發大火，在隧道內工作人員50多人殉職，復工後於1928 
 

     年隧道貫通，1929年完工。  
 
     舊隧道工程並未襯砌，1970年代配合曾文水庫興建，將隧道全線以RC襯砌厚 
 

     24cm。 
 
         目前仍輸水營運中，但長期通水淘刷與磨損，隧道底部及側璧磨損不平整。 
 
         越域引水隧道肩負大嘉南地區公共給水、工業用水與農業灌溉用水之重責。 
 

         已營運88年，雖經數次維修補強，仍無法抑止品質劣化，故新建越域引水工 
 

     程，工程費約25億元，於2015年5月開工，目前已貫通。  

20 

新烏山嶺引水隧道平面布置圖 

引水隧道工程 
 

 (1)隧道長度 : 長3,422m 
 

 (2)設計流量 : 56 cms 
 

 (3)隧道斷面 : 內徑5.4m之馬蹄形斷面 

出水口工程 
 

 (1)總長28.4m 
 

 (2)其中15.85m為出水口暗渠段 
 

 (3)其中12.55m為出水口明渠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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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河堰工程 
 

 (1)堰寬 : 190.4公尺(含截水牆) 
 

 (2)堰型 : 垂直跌落式 
 

 (3)包含固定堰、副壩、排砂道、放水 
       道、截水牆、導水牆及下游固床工等 

取水口工程 
 

 (1)設計流量 : 56cms 
 

 (2)型式 : 臥箕式(EL.86.0m~EL.82.3m) 
 

 (3)包含鐘型取水口、攔汙柵、檢修廊道、 
       引水暗渠、擋水閘門檢修孔、防洪牆等 

22 

新建烏山頭水力發電廠 

水輪發電機 

發電機轉子 

壓力鋼管 

29



23 

烏山頭水力發電廠平面配置圖 

縱剖面圖 

24 

主要工程設施 
 
   1﹑壓力鋼管 : 直徑3.6公尺~3.2公尺，長52.4公尺。 
 

   2﹑廠    房 : 半地下式，長25公尺，寬20公尺，高33.9公尺 
 

   3﹑尾 水 道 : 箱涵長25公尺，寬5.2公尺，高4.4公尺 
 

   4﹑機電設備 : 設計水頭24.10公尺，設計流量41秒立方公尺 
 

                 裝置容量 : 8,750瓩 
 

                 發 電 機 : 豎軸半傘型三相交流，無碳刷激磁系統式   
 

                 水 輪 機 : 豎軸KAPLAN式 
 
   5﹑開 關 場 : 戶外型，長20公尺，寬8公尺 
 

   6﹑輸電線路 : 地下電纜3.2公里，銜接69KV台電隆田~南化線 
 

   7﹑工 程 費 : 3.6億元 
 

   8﹑完工日期 : 2002年6月 

新建烏山頭水力發電廠 

30



25 

新建西口水力發電廠 

發電機 

室外段 

渦 殼 

26 

  1﹑引用水源 : 曾文水庫輸放至烏山頭水庫之流程水 
 

  2﹑水 輪 機 : 豎軸法蘭西斯式一部 
 

  3﹑發 電 機 : 豎軸半傘型三相交流，無碳刷激磁式一部 
 

  4﹑設計水頭 : 24.5公尺 
 

  5﹑設計流量 : 52立方公尺/秒 
 

  6﹑裝置容量 : 11,520瓩  

主要工程設施 

  1﹑進 水 口 : 45度斜依式RC結構，寬11公尺，高19.5公尺 
 

               ，最低操作水位EL.77公尺 
 

  2﹑引水隧道 : RC結構，內襯15公厘鋼板，內徑4.4公尺， 
 

                總長度220公尺 
 

  3﹑壓力鋼管 : 內徑4.4公尺漸縮至3.7公尺，長度20.5公尺 
 

  4﹑廠    房 : 半地下式(地下二層)，斜頂鋼構建築物，長 
 

                29公尺，寬22.5公尺，高20.61公尺(不含地下部分)                

水輪發電機透視圖 

西口水力發電廠 

31



27 
西口電廠送水隧道平壓塔設置位置示意圖 

 5﹑尾 水 路 : RC雙孔箱涵，每孔寬4.6公尺，高4公尺，總長38公尺，放流量52 
 

               立方公尺/秒 
 

 6﹑開 關 場 : 將發電電壓6.6KV升壓至69KV輸出 
 

 7﹑輸電線路 : 設有20座輸電鐵塔，線長5.5公里，接引台電曾文~南化線 
 

 8﹑完工日期 : 2007年3月 
 

 9﹑工 程 費 : 5.5億元 

28 

新建八田水力發電廠 

周邊綠化景觀 

鋼構廠房 

基礎開挖 基礎施作 

尾水管安裝 

銜接既有針閥 

32



29 
壓力鋼管縱剖面圖   

主要工程設施 
 
   (一)壓力鋼管 : 1﹑尺寸:長65.36m ，內徑1.84m漸擴至2.10m 
    

   (二)廠    房 : 1﹑型式:半地下式(地下二層) ，斜頂式鋼構建築物 
 

                  2﹑尺寸:長15.6m，寬13.9m，高12.8m 
    

   (三)尾 水 路 : 1﹑型式:鋼筋混凝土單孔箱涵 
 

                  2﹑尺寸:寬5.0m，高1.6m 
 

                  3﹑閘門:直提式，寬3.8m，高1.6m    

(四)水 輪 機 : 1﹑型式:卡普蘭水輪機一部 
 

               2﹑最大流量:9.2立方公尺秒 
 

               3﹑最高水頭:26.2m 
 

               4﹑最大出力:2.193瓩 
     
(五)發 電 機:  1﹑型式:豎軸直立式 
                  水力發電設備(再生能源) 
 

               2﹑設置容量:2.196瓩 
 

               3﹑額定電壓:11.4仟伏  
 
(六)工程費 : 2億多  
 

(七)完工日期 : 2018年3月 

30 

主要工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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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 

集水區面積: 58.24 km2 (越域引水不計) 

設計容量  : 15,415 萬m3 (1930年完成當時) 

目前庫容  : 7,828 萬m3 (2015年重測) 

 

成立集水區保育工作站 

植林、取締濫墾濫伐 

持續清淤，興建小型攔砂壩 

2000年至今清淤約50萬m3                  

32 

烏山頭水庫構造物維護 

1.壩    體 : 上游坡局部滑落修復  

             下游坡局部滑落修復  

             下游坡往管理處之道路改建 

2.溢 洪 道 : 底部局部淘空灌漿補強  

             底部混凝土龜裂與伸縮縫補強 

3.舊出水工 : 蝶閥維修 

             鋼管檢查與補強  

             針閥維修 

4.越域引水 : 進口閘門維修 

             烏山嶺隧道檢查與補強 

                         下游面現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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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檢查與特別評估 

經常性安全檢查-沉陷與漏水量觀測 

特別檢查與安全評估 

1983年初步安全評估 

第一次安全評估 (民國78年)   

第二次安全評估 (民國83年)  

第三次安全評估 (民國90年) 

第四次安全評估 (民國100年) 

研究與規劃 

1.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實計畫-2009年11月 

2.烏山頭水庫灌溉用水放淤規劃–2016年1月 

3.六甲斷層槽溝開挖與大壩安全對策 

34 

結語 

管理單位 – 嘉南農田水利會 功勞很大 

永續 
利用 

更新 

改善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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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水庫經營有效管理-土砂防治及排砂作為 

林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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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庫經營有效管理 

-土砂防治及排砂作為 

經濟部水利署 

林元鵬 副總工程司 

2018年8月31日 

台灣日本水利技術交流研討會 

1 

台灣南部重要水資源設施位置圖 

高屏堰 

高雄巿 

台南巿 南化水庫 

目前位置 

嘉義縣 

曾文溪 

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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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壹、台灣水環境與挑戰 

貳、全台水庫淤積現況 

參、整體防淤策略作為 

肆、結語及未來展望 

簡報大綱 

3 

壹、台灣水環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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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川上游坡降多超過1/100 

大甲溪 濁水溪 

淡水河 

地形條件 
山高面積小，南北狹長坡降大。 

坡陡流急，水流入海迅速，難蓄存。 

 地形條件 

5 

 空間分布不均 

山區最高>8,000公釐 

平原最低<1,200公釐 

 時間分布不均 

豐枯水期比差異大 

豐枯水年差異>1,500公釐 

 降雨量時空分布不均 

豐枯比9:1 

豐枯比8:2 

豐枯比6: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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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雨水雖多 
僅使用18% 

降雨量 
2500mm 
約946億噸 

流失82% 
(蒸發22%、入海60%) 

使用18% 
(河道13%、地下水5%) 

水庫供水量 
23% 

河川引水量 
45% 

地下水抽用量 
32% 

生活用水 
33億噸 (19%) 

工業用水 
16億噸(9%) 

農業用水 
   126億噸(72%)  

總用水量175億噸 

近十年平均年平均 

台灣水庫運轉需裝滿2次 

石門水庫為4次 

台灣水資源利用現況 

 

6 

7 

資料來源：1.日本之水資源~平成27年版(2015)、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2.美國之總蓄水量包括五大湖區蓄水 

 台灣環境與日本相似─但蓄水設施不足，水資源不易利用 

水庫總數 
總蓄水量 

(億噸) 
年總用水量 

(億噸) 
總蓄水量/年總

用水量 

美國 82,704 座 135,000 5,600 24 

日本 2,734 座 300 860 1/3 

台灣 95 座 
（含攔河堰） 

20.3 17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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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AIWAN 

地質條件敏感 

臺灣位地震帶，地層活動頻繁 

易發生土石崩塌 

 地質條件 

9 

 台灣受天然災害威脅嚴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人

口

百

分

比

 

％ 

160地區 90地區 35地區 臺灣 臺灣 

90 
100 

天然災害：地震、颱風、洪水、乾旱等四種 

世界銀行報告(2005):National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 

90%以上人口面臨二種災害的威脅 

台灣受天災威脅比日本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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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氣候變遷影響，降雨豐枯差距加大 

依據IPCC於2013年發布氣候變遷AR5報告模擬： 

• 水源供應：豐水期 –7%、枯水期 –14% 

• 降雨強度：200年頻率一日暴雨量 + 14 % 

11 

海岸的侵蝕加劇 洪災頻率增加 土砂災害的加劇 乾旱風險增大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評估 

 未來挑戰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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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貳、全台水庫淤積現況 
 

13 

一、水庫淤積情形 

全臺水庫原設計總容量28.6億m3，目前庫容約20.3億m3 ，淤積約3成 

公告95座水庫 

民生 
(含工業) 

38座 

發電 
16座 

灌溉 
12座 

離島 
29座 

本島 
66座 

攔河堰11座 
(功能在於抬高水位，
淤積尚不影響取水) 

27座主要供水水庫佔

全國容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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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二、淤積主因-大量泥砂進入水庫，無法排出 

地質因素 氣候因素 人為因素 

15 

重大天災造成大規模崩塌及土砂產出 

年度 災害別 新增崩塌面積(公頃) 

1999年 921 地震 1萬1,280 

2009年 莫拉克颱風 5萬1,304 

莫拉克颱洪新增崩塌地 

集水區崩塌主要來自重大天然災害：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7168 創作者：莊文星 

新增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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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文水庫主要受10場颱洪造成淤積合計約2億m3，佔現總
淤積量之7成，石門水庫現況亦同 

颱洪加劇土砂下移造成水庫淤積 

2009年莫拉克颱洪 
造成一次淤積12% 

 

民國 

17 

參、整體防淤策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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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水庫整體防淤策略-上中下游共同合作推動 

大壩 

防砂壩 

繞庫排砂 

中下游清淤 

上游集水區 水庫庫區 下游河道 

陸上開挖 

水力抽泥 

水力排砂 

崩塌地復育 

野溪整治清疏 

強化集水區管理 

上游減淤 

19 

變異點 
發布通報 

變異點 
查報作業 

違規後續處理 

考量查處人力有限，為遏止違
法開發，運用衛星影像變異點
監測技術，主動協助通報疑似
違規資訊供地方查處，減少違
法開發產生土砂，下移至水庫。 

(公頃) (點數) 

衛星影像變異監測 

二、應用智慧科技，加強集水區管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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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強化網路傳輸系統及寬頻建罝 

• 設置太陽能及儲電不斷電系統 

• 結合物聯網及大數據技術 

• 流域土砂及災害潛勢測報系統 

• 水文及水資源調配決策管理系統 

• 水庫濁度遠端監測系統 

• 水門自動控制及遠端遙控系統 

• 上游集水區植被及土砂監測 

• 中游庫區水質水量監控系統 

• 下游河川防護監控 

流域監控 

決策系統 遠端操控 

即時傳輸 

二、應用智慧科技，加強集水區管理(2/2) 

21 

 枯水期施作 

 交通限制，運量有限 

 環境衝擊，民眾抗爭 

地處偏遠、運費高昂 

無價淤泥、去處難尋 

需有排砂設施，配合颱洪操作 

陸挖 

抽泥 

水力
排砂 

三、加速水庫清淤，維持水庫庫容 

水力排砂效率高，但有操作限制，各項清淤工作均不可少 

 全年可施作 

 外運需沉澱脫水 

 放淤需河川腹地 

 排砂效率高 

 颱洪可操作時間短 

 可能影響下游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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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護岸土石背填 主流河道疏通 

河道疏通 

庫區陸挖 

防砂壩陸挖 上游庫區陸挖 

突破清淤  

運輸瓶頸 
規劃專用運輸道路 

  加強河道疏通及陸挖 

23 

持續庫區抽泥 

2015年9月杜鵑颱洪最大流量2,480CMS 

颱風前，放淤107萬m3 

颱風後，全部沖除 

  庫區抽泥及河道放淤–還砂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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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既有設施改造排砂設施-強化防淤能力 

石門及曾文水庫已排砂432萬m3，估計每年均可增加1,400萬噸供水量 

石門水庫發電鋼管改造 
     (2013~2017年排砂316萬m3)  

曾文水庫永久河道放流口改造     
(2016~2017年排砂116萬m3)  

排砂能力56萬m3/年 排砂能力100萬m3/年 

25 

水庫防淤隧道，台日技術持續交流 

51



26 

曾文水庫防淤隧道 

(運轉中) 

南化水庫防淤隧道 

(施工中，預計2018年完工) 

白河水庫防淤隧道 

(施工中，預計2019年完工) 
 

石門水庫 

1.阿姆坪防淤隧道 
(施工中，預計2020年完工) 

2.大灣坪防淤隧道 
(檢討中，預計2029年完工) 
 

 

新建水庫防淤隧道-強化防淤能力 

2017.3.31蔡總統視察 
曾文水庫防淤隧道 

2018.4.16賴院長主持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開工  

27 

1.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 

功能四：作為排 
洪隧道，颱洪期 
間供庫操作洩水 
，確保水庫防洪 
安全。 

功能一：作為輸泥管道，抽泥輸送至下游 
進行分選，可沖淤料待颱洪期間排出。 

功能二：作為沖淤通道，利用颱洪期間多 
餘水量進行沖淤，將可沖淤料回歸河道。 

功能三：作為運輸便道，枯旱時供卡車由 
隧道至水庫載運淤泥，避免交通衝擊。 

兼排洪 

沖淤兼排洪水工模型試
驗 

石門水庫 

阿姆坪 
防淤隧道 

效益：每年增加64萬m3防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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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白河水庫更新前空拍圖 

現況水庫淤積率61%，庫容僅剩970萬m3，影響供水 

2.白河水庫更新改善 

29 

白河水庫更新改善內容 

計畫內容 預期效益 

執
行
中 

 防洪防淤隧道 1.清淤50萬立方公尺 

2.增加每年20萬立方公尺排砂量 

3.增加每秒282立方公尺排洪能力 
 壩體改善 

 出水工改善 

後 
續 

 清淤工程 1.整體清淤400萬立方公尺 
2.增加供水量每日2.8萬噸 

3.增加每年18.6萬立方公尺排砂量 
 繞庫防淤 

 越域引水 

白河水庫 

白水溪橋 

澐水溪越域引水工程 

大壩及出水工改善 

繞庫防淤工程 

清淤工程 

新設攔河堰 
鹿寮水庫 

防洪防淤隧道 

水庫清淤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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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計畫功能：  

     增加排砂104萬立方公尺/年 

             排洪995立方公尺/秒 

水流及異重流方向 

進水口象鼻引水鋼管廠製情形 

曾文水庫 

技術創新! 

3.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已完工) 

今年汛期開始運作 

 進水口象鼻引水鋼管，全球首例 

 直徑11.6公尺，運送及施工難度高 

31 

為何選擇象鼻管? 

1.地質條件不佳 

2.施工水位過深 

3.水中爆破技術難度高 

4.爆破風險難以控制 

5.國內岩塞爆破尚無前例 

1.排樁深度過長(≧90m) 

2.可能產生滑動、傾覆及張力破壞 

3.排樁水密性難以控制 

4.水壓差過大(施工水深60m) 

5.圍堰拆除困難 

樁長≧90m 

1.無庫水溢過圍堰之風險 

2.無圍堰倒塌之風險 

3.降低進水口段隧道之高程 

4.施工時對水庫水位變化之 

   容忍度高 

E.L195
m 

 施工期間需維持水庫正常營運，不影響供水 

 蓄水位規劃為EL.230m，鋼管底部高程EL.1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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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象鼻引水鋼管施工照片 

32 

33 

運     輸     困     難 
於曾文水庫庫區設置鋼管廠，以
水運代替陸運。 

11.6m 

鋼管陸運示意圖 

象鼻鋼管直徑11.6m運輸困難 

庫區道路狹小，路幅嚴重不足。 

道路電桿過低，阻礙通行。 

解決對策： 

水運象鼻鋼管替代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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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動畫 

35 

①進水口段 

③豎井閘室段 

通
達
隧
道

  5
9

7
.8

4
m

 

通達道路  937.48m ⑤出水口段  

土資場B 
17.6萬M3 

土資場A  
28.8萬M3 

庫區 

大壩 

溢洪道 

②入口隧道段 

施工橫坑105.25m 

4.南化水庫防淤隧道工程(今年完工) 

效益：每年增加72萬m3防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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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防淤隧道砌混凝土澆置 防淤隧道襯砌鋼筋綁紮 防淤隧道防水膜鋪設 

1,287m 

一般段964.8m+漸變段40m 
淺覆蓋段① 

179.7m 70.5m 

淺覆蓋段② 

一般段17m 
洞口段15m 

南化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剖面圖 

37 

肆、結語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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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氣候變遷 
多元因應 

水庫難覓 
首要延壽 

化解疑慮 
積極溝通 

39 

風調雨順是共同的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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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持續交流合作，促進友好發展~ 

41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曾文溪斗六部落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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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の土壌物理的環境-水田と畑地の粗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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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farmland
(Macropores in paddy field and upla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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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山頭水庫灌區輪作制度實施成果 

許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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