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壹、 前言

臺灣因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等先天因素﹐致使
降雨之空間及時間分布不均﹐近年又受全球暖化影
響﹐導致旱澇交替的情況日益頻繁﹐短延時強降雨
常造成地表漫地流超過渠道原設計標準而發生淹水
災害；長時間的不降雨則導致水庫蓄水量不足、河
溪流量枯竭﹐以及引發水生生物死亡。面對氣候變
遷加劇﹐進行農田水利設施改善必須設法增加更多
的環境韌性﹐以減緩天氣變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
生存的衝擊﹐並維護兼顧生產、生活、生態之農業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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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
善—農田排水、埤塘、圳路治

理成效

行政院為解決易淹水地區水患問
題﹐依據「水患治理特別條例」之規
定﹐於民國95年起﹐陸續核定「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與「流域綜
合治理計畫（103～108年）」﹐除持
續辦理水患治理計畫相關治理工程﹐
亦提出以國土規劃角度推動逕流分擔
及出流管制﹐加強非工程與水共存等
治水新思維。此外﹐自106年開始推
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水環境
建設係以因應氣候變遷為目標﹐分為
「水與發展」、「水與環境」、「水與安
全」等3大主軸。其中﹐「水與安全」
項下之「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

改善計畫」主要目標為改善淹水面
積、維持防洪設施功能完整發揮﹐並
評估現地生態環境﹐以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等生態保育策略及作為進
行設計施工。相關治理成果簡述如下：

一、106～109年度執行成果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

善計畫」——農田排水、埤塘、圳路
改善﹐擇定具淹水事實或潛勢地區﹐
且下游銜接區域排水已完成改善之農
田排水或圳路﹐依由下至上之原則
逐步進行改善﹐設計標準亦從早年
「2～5年頻率之日雨量1日內平均排
出」提升為「10年重現期距之1日暴
雨量以1日排除的平均流量」﹐以降
低淹水風險、避免災害轉移、提升農
業產區保護及減輕洪災損失﹐規劃設

臺灣豐枯水年雨量紀錄。
資料來源：經濟部氣候變遷水環境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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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原則以水患改善為主﹐在現地情況
允許下﹐可一併考量水岸環境改善及
灌排分離工作﹐目前執行單位包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簡稱農
水署）之宜蘭、臺中、南投、彰化、
雲林、嘉南、高雄及屏東等管理處﹐
計畫推動至今已核定逾111件農田圳
路、排水及構造物改善工程﹐累計改
善長度約122.7公里﹐改善水利構造
物86座。

二、生態保育作為
為營造生物棲地﹐並保障生物繁

衍、覓食、避難及生存空間﹐農水署
近年持續推廣農田水利生態工法之應
用﹐以增加構造物孔隙、以加速水分
入滲、儲蓄生物留存之基礎水位、生
物孔道等原則進行工法設計﹐設計成
果包含渠道不封底﹐或渠底保留生態
孔﹐可補注地下水並提供水生動、植
物生長空間；護岸考慮採用多孔隙材
料施工﹐並設計生物爬行斜坡﹐避免
渠道阻礙生物通行﹐亦提供落水或水

邊覓食之陸生動物避難及覓食通道；
渠牆常水位以下埋設生態管﹐以營造
生育及避難空間；渠底設計固床設施
或束水梗營造多樣化流況﹐枯水期排
水路處於低流量狀態﹐可阻擋水流並
降低流速﹐致使排水路維持基本水量
且水流暢通不至於乾涸﹐保留水生生
物一定的棲息空間﹐汛期不阻礙水流
影響通洪安全。

各管理處就工程現地現況於規
劃階段開始﹐即採行迴避、縮小、減
輕、補償之生態保育策略進行考量﹐
並採行前述各項工法進行設計與施
工。農水署亦蒐集各機關施工成果﹐
適時召開成果研討會及教育訓練課
程﹐以提升相關人員執行能力﹐進而
強化農田排水周邊生態系統因應氣候
變遷環境變化之容忍度。

參、 設置多功能調蓄設施

在臺灣﹐乾旱一直被視為「短期
問題」﹐回顧歷史﹐每年約有3∼4個

颱風侵襲臺灣﹐雖不免造成
災害﹐但也為我們挹注了隔
年梅雨季來臨前的水資源﹐
然而﹐109年史上第3次的
颱風「過門不入」﹐以至於
110上半年中南部地區仍為
用水所苦﹐無論工業、民生
及農業用水都大大受限﹐不
禁讓人反思是否有更多元的
水資源蓄存辦法。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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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幹線為農水署雲林管理處轄內
最大灌溉系統﹐幹線全長32,914公
尺﹐灌溉濁水溪與北港溪間37,080
公頃之廣大平原。然而﹐當豪大雨發
生時﹐即使進水口已關閉﹐下游北港
溪的外水頂托加上沿線地表逕流﹐也
可能造成下游側其他未更新支分線發
生溢堤。爰此﹐農水署雲林管理處於
108年度「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計畫中﹐於濁幹線側邊之剩餘水
利用地建置容量9.5萬公噸之調蓄滯
洪池﹐目的為運用豪大雨時將流入濁
幹線的降雨逕流導入﹐或透過灌溉用
水管理以蓄存夜間剩餘用水﹐平日再
將其作為灌區灌溉供水之用﹐減少農
民自行抽取地下水灌溉之誘因﹐以期
發揮穩定作物生產及抑制地層下陷之
功效﹐兼具防洪及防枯之功能。

肆、 未來展望

由於全球溫室氣體濃度不斷升高
而導致氣候變遷與生態環境惡化﹐是
當前世界各國必須共同面對並採購積
極作為的關鍵時刻﹐面對豐枯水期流
量極端化的挑戰﹐運用工程方法來藏
水於農﹐灌溉大地之策略﹐可以因應
農業用水不足與短缺之困境﹐並可改
善農業生產環境﹐朝向友善農業與生
態環境之解方之一。爰此﹐在規劃設
計應設法增加農業生產環境之淹水韌
性並提高生態容忍度﹐未來除持續投
入農業生產區之渠道改善外﹐應持續
與民溝通﹐因地制宜地考量﹐設法降
低淹水損失、保護生物棲息環境之完
整性﹐以營造農田水利設施親水空
間及美麗水環境﹐發揮農業生
產、生活、生態之三生功能。

濁幹線與調蓄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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