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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利局排水系統缺失改善計畫 

一、雨水下水道總體檢 

(一)緣起 

臺中市雨水下水道總長度高達 667 多公里，許多雨水下水

道規劃及建置的時間久遠，長則超過 30、40 年，結構物陸續出

現問題，因位於地下無法輕易發現，且過去圖資保存不完善，

下水道圖資多有缺漏，偶有出現圖面與現況不吻合的情形。因

此，藉由進入下水道「實際走一趟」檢查下水道現況，實有必

要。 

 

(二)雨水下水道縱走成果 

水利局為辦理老舊下水道健檢，除了全面盤點圖資正確性外，

也針對比較老舊雨水下水道，以人力及機器方式實際縱走檢查，

今(108)年預計縱走長度約 350 公里，目前已完成 240 公里，已掌

握的缺失約 1,500 項，其中因混凝土老舊剝落、龜裂等情況需優

先改善，約 200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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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藉由本次下水道健檢中發現，位於梧棲區商業區之重要

道路大智路二段(如圖 1)下方之雨水下水道箱涵頂版有混凝土剝

落、鋼筋外露鏽蝕劣化情形，如圖 2 所示，深度約 5~10cm 不等，

恐因位屬濱海地區，空氣中含有高硫酸鹽、高氯離子等腐蝕因子，

藉由混凝土表面微裂縫，進入頂版內部，造成鋼筋鏽蝕、混凝土

剝落等破壞，因大智路為梧棲區要道之一，關係用路人安全問題，

急需辦理修復，避免造成道路坍崩之危險。 

 

圖 1 、梧棲區大智路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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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檢查發現大智路雨水下水道頂版混凝土剝落、鋼筋裸露  

 (三)改善作為 

有關大智路雨水下水道缺失部分，因改善經費龐大，經積

極向中央爭取，已獲中央補助 1 億 2,000 萬元辦理改善，目前

積極趕辦規劃設計工作，並已先行針對現況路面、重要路口辦

理高程監測，隨時監控，避免意外發生。 

另外其餘缺失部分，水利局亦將依據缺失類型、位置、嚴

重性等輕重緩急因素評估分級，持續辦理改善，如圖 3。

 

圖 3、雨水下水道缺失改善(脫管填縫)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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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埤仔溪水門操作檢討 

 (一) 緣起 

軟埤仔溪排水屬市管區排，依據民國 103 年 5 月「軟埤仔

溪排水暨周邊排水系統檢討規劃計畫」之排水路改善規劃，於

上游葫蘆墩公園第五區設置滯洪池，規劃容量約 20,700 立方公

尺，實際興建為 25,000 立方公尺，然此滯洪池係屬在槽式，需

利用溢流井及 4 座水門進行控制操作。 

另軟埤仔溪最上游為水利會南幹渠取水門，上游南幹渠取

水口與其下游之葫蘆墩圳取水口皆於颱風豪大雨期間關閉，而

下游之頂角潭制水門與下埤幹線制水門亦關閉不進行取水避免

將洪水帶入豐原區人口密集處，以軟埤仔溪為放水路，因此軟

埤仔溪兼具灌溉及排洪之功能。 

於去(107)年 8 月 19 日(星期日)豐原、石岡及東勢等區一場

時雨量約為 43mm 之短延時強降雨，軟埤仔溪水位暴漲，依照

水閘門開啟標準作業程序(如圖 4)，應依水位高度開啟軟埤仔溪

之 4 座水門，惟當時施工承攬廠商因適逢假日，人員疏忽未及

時開啟水門導致溢流堰無法負荷而造成軟埤仔溪溢堤，水淹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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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大道八段，造成週邊成功路 579 巷及 635 巷共 14 戶淹水。 

 

圖 4、軟埤仔溪水閘門開啟標準作業程序(SOP) 

 (二) 檢討與精進作為 

為避免類似淹水狀況再次發生，水利局多方進行檢討及改

善。於長期改善部分，將研議增設類似旱溪排水興大康橋之自

動倒伏橡皮壩，如圖 5，未來可兼顧蓄水與防洪兩種需求。 

 

圖 5、興大康橋橡皮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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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短期部分，已先增設多道防淹措施並由本市年度抽水站、

滯洪池及水閘門專業代操廠商維護管理，操作維護保養管理機

制如下： 

1、 汛期或颱風豪雨警報發佈時，預先開啟水門排空滯洪

池，恢復河道排洪功能，如圖 6 即為排空之情形。 

  

圖 6、軟埤仔溪預先排空滯洪池 

2、 定期進行水閘門設備維護保養：汛期每週一次，非汛

期每二週一次進行水閘門設備潤滑油脂、運轉、外觀

清潔等維護保養，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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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軟埤仔溪水閘門維護保養 

3、 遠端監控：由五張犁抽水站 24 小時駐站人員，透過遠

端監視影像及圖控系統，如圖 8 所示，即時監控水位

及遠端操作水門。 

 

圖 8、遠端控制系統及監視系統 

4、 預警措施：滯洪池水位達警戒水位時，蜂鳴裝置(如圖

9)會自動示警，五張犁抽水站駐站人員即開始警戒。 

5、 自動化控制：設置超音波水位計，如圖 10 所示，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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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水位達開啟水位時，水閘門依 SOP 機制自動依序開

啟。 

  

圖 9、蜂鳴警示裝置 

 

圖 10、超音波水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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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環境營造(綠川、柳川、葫蘆墩

圳)鑿井取水檢討改善 

一、綠川 

(一) 鑿井目的 

    許多公共工程都是「生易養難」，規劃構想階段如求速成，

即無法全面考量後續營運問題，啟用後將會付出較高的管理維護

成本。 

綠川第一期環境營造工程(雙十路至民權路段)，為打通中山

綠橋防洪瓶頸，雙十路至中山路間渠段採上、下分層河道設計，

上層為景觀河道，下層為防洪箱涵，而上層景觀河道水源主要為

截流上游晴天污水進入礫間設施處理後之放流水，為保護礫間設

施功能長久運作，系統設計進流水懸浮固體物濃度如高於 250 

mg/L 時(通常常見於大雨時)，會自動關閉進流閘門，即取地下水

補注，並啟動水循環系統，另如有緊急狀況或系統設備異常時均

按此模式操作，以維持景觀河道水流；俟進流水懸浮固體物濃度

降低或設備異常排除，並經現場人員確認後，再逐漸恢復景觀河

道原本供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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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綠川河道系統任一環節出現異常狀況，就可能造成河道

缺水甚至無水。為儘量降低各種突發狀況的影響，於水淨場及

現場河道保留共 9 處水(點)井設施(設置時皆未合法申請)，位置

如圖 11 所示，並置入動力抽水馬達，於應急時抽取地下水作

為補注水源及澆灌使用。 

 

圖 11、綠川地下水井分布圖 

(二) 操作維護情形 

綠川自 107 年 2 月啟用，礫間處理供水設施均妥善維護，但

任何電力迴路或機械零件本就有故障風險，期間發生突發狀況導

致無法供水時，不但會造成上層河道水中生物死亡外，也需立即

啟用動力馬達抽取地下水供水，藉以穩定上層景觀河道基流量，

但不管是以動力設施截取上游水源作淨化處理，或是抽取地下水

應急補注，皆造成電費負荷沉重，經統計礫間水淨場及景觀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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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月所需電費約62萬元，再加上維護人力，每月約需146萬元，

每年則高達 1,752 萬元的維護成本，造成市庫負擔(如圖 12)，爰

此水利局進行檢討改善。 

 

圖 12、綠川維護每月電費 

(三) 檢討改善 

水利局站在都市水岸應趨近自然的角度，期盼達成減少維護

成本目標，目前兩岸污水截流與礫間處理皆持續正常運作，但已

重新檢討調降礫間水淨場每日處理水量，並且不再抽取地下水維

持水量及水質，短期先行降低電費支出，後續將加速推動中區用

戶接管及污水下水道建設，讓河川回復自然生命力也保護地下水

資源，並讓礫間處理場逐步退場，以降低維護成本並減輕市庫負

擔。 

目前在施工中的綠、柳川中下游工程以及惠來溪、潮洋溪整治

工程，亦將重新檢視先前河道內設計卵礫石擺設與預留地下水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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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要大幅降低河道內使用機械運轉情況，讓河道展現其自

然風貌。 

 

二、柳川 

(一) 鑿井目的 

    柳川一期(臺灣大道~民權路 LID 段)於景觀河道設置 2 口地下水井，

主要為施工中進行地下水位控制及觀測使用，確保地下水位不至於影

響河道內施工，完工後予以保留(但未合法申請為補注用水井)並置入動

力抽水馬達，於應急時抽取地下水作為河道補注水源。 

柳川景觀河道水源為上游水淨場之放流水及河道內自然的地下湧

水，其中水淨場於年度歲修時會停止水源放流，故於水淨場設置水井 1

口(設置時未合法申請)於設備歲修期間啟動運轉，以維持河道水位，做

為彈性補水使用，維持景觀河道內之生態及歲修期間景觀河道水量，

相關位置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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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柳川地下水井分布圖 

 

(二) 操作維護情形 

柳川啟用至今已逾二年，礫間處理設施供水穩定，惟設施歲修及處

理槽體反沖洗維護及處理設施突發之故障異常造成無法正常供水時，

即啟用備援供水，藉以穩定景觀河道基流量。 

經統計礫間水淨場及景觀河岸每個月所需電費及維護人力成本，每

月約需 116 萬元，每年則高達 1,392 萬元的維護成本，同樣造成市庫負

擔(如圖 14)。 

 

圖 14、柳川維護每月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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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討改善 

  與綠川相同，水利局為保護珍貴水資源，經檢討後柳川也不再使

用備援水井維持河道水量及水質。 

    另因柳川於豪大雨期間，河道水位高漲、水流湍急，需設置保全

及時封閉園區並確保遊客安全離開，每年保全經費約 130 萬元，造成

市庫負擔，目前已檢討朝智慧防災方式改善，目前正積極向中央爭取

前瞻經費補助，未來將以自動警示系統及自動閘門代替保全，可望降

低維護成本，而朝向更為永續經營的方向。  

三、葫蘆墩圳 

(一) 鑿井目的 

    葫蘆墩圳為灌溉溝渠，源自大甲溪，其水量受天候影響，有豐枯

變化，管理機關臺中農田水利會為調配灌溉供水，固定於枯水期進行

輪流灌溉操作(供 5 天停 5 天或供 3 天停 3 天)，因此造成枯水期葫蘆墩

圳時有水時無水之情形。為避免葫蘆墩圳開蓋後因無水影響渠道景觀

及植栽澆灌，工程設計以雨撲滿儲水(儲水量極少，約 675 立方公尺)

及鑿設 2 口地下水井(如圖 15)作為備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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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葫蘆墩圳地下水井 2 口 

(二) 操作維護情形 

葫蘆墩圳開蓋段於 107 年 10 月啟用，同年 11 月臺灣臺中農田水利

會即因上游大甲溪石岡壩蓄水量不佳開始實施輪流灌溉，葫蘆墩圳輪

流灌溉公告如圖 16，因此備援之地下水井也於無上游水源時啟動抽取

地下水，以供應植栽澆灌及景觀渠道基流量。抽取地下水之抽水馬達

耗電量大，經統計葫蘆墩圳電費每 2 個月約 14 萬元，造成市庫負擔，

爰此水利局進行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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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葫蘆墩圳輪流灌溉公告 

 (三) 檢討改善 

水利局為保護珍貴地下水資源，自 108 年 4 月起停止抽取地下水

補注景觀河道(僅維持植栽澆灌)，並加強向民眾宣導河川豐枯之自然變

化，讓民眾了解葫蘆墩圳供水與停水之機制，執行以來多數人皆能接

受其原因，經統計停止抽取地下水後，每 2 個月電費降至 3 萬元，可

見其改善成效，實際電費差異如圖 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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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改善後葫蘆墩圳電費明顯下降 

 

另為避免葫蘆墩圳停水期間景觀渠道內淤泥惡臭，已將原置於渠

道內之多數景石移除，可有效降低淤泥沉積，也方便日後清理維護工

作，如圖 18 所示。 

  

圖 18、葫蘆墩圳渠道改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