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建置與推廣宣導手冊 

 

 

 

 

 

 

 

 

 

 

 



前言 

何謂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概念 

何謂二元供水 

雨水貯集可以帶來的效益 

是否適合建置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自我評量方式 

如何規劃與建置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建置各階段內容 

規劃時須注意的內容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各設施內容 

自來水補水系統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建置成本編列項目與建議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樣態分類 

簡易型-樣態 I 

簡易型-樣態 II 

進階型-樣態 I 

進階型-樣態 II 

進階型-樣態 III 

進階型-樣態 IV 

區域型-樣態 I 

區域型-樣態 II 

案例分享 

簡易型案例- 

台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 

高雄市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區 

進階型案例- 

基隆市立體育館暨游泳池 

宜蘭縣員山鄉同樂國民小學 



宜蘭縣羅東林區管理處 

新北市樹林區文林國民小學 

桃園市經濟部工業局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國民小學 

區域型案例- 

基隆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中學 

南投縣埔里鎮國立暨南大學 

參考文獻 

 

 

 

  



前言 

近年來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常造成水患及乾旱缺水等問題，再

者由於台灣地理位置受颱風及季風等影響，雖擁有豐沛的降雨量，但

受限於地理環境特性，河川坡陡流急且降雨時空分布不均的影響，造

成可利用的水資源相當短缺，而成為制約國內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

故積極開發新興水源及節約用水是常被提出的因應對策，雨水貯集利

用更是國內外最常被提出的方法。 

雨水貯集做為生活雜用水使用在先進國家已相當普遍；雨水貯集

利用系統係透過建築物屋頂或地表面等方式收集降雨逕流，經由沉澱、

過濾後，可提供廁所沖洗、植栽澆灌，以及地板洗滌等雜用水使用，

甚至在缺水或限水時，可以減少對自來水的需求，延長自來用水供應

的時間。此外，雨水貯集技術只需要簡單的安裝和操作，也可以很容

易地使用及控制，減少自來水的長程運輸成本及降低維護費用，達到

水資源永續利用的目標。 

 

一、何謂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概念 

雨水貯集利用是透過建築物屋頂、屋簷所裝設的集水管、天溝，

或以天然地形等方式收集雨水及地表水，再經由淨水設施沉澱、過濾

等方式篩除掉水中的落葉、雜物等，最後用於工業、民生、農業澆灌

等非飲用用途的替代性補充水源，使用後剩餘的則流入儲水槽儲存，

作為備用水源。像是我們常聽到的雨撲滿就是雨水貯集利用的例子，

其能節省校園或家庭的用水。 

雨水貯集利用概念若能廣為推動實施，則可減少大型水資源工程

開發的壓力；若配合二元供水系統規劃，其可應用在公共及各種建築

物上，且具有因地制宜之特性，對減輕環境衝擊，亦可兼具城市防洪

的功能，也是海綿韌性城市的一環。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可應用在建築物及公園、綠地等地方；其中住

家及學校多採用屋頂集水方式，而公園及綠地則大多採地表集水方式；

本簡章主要針對建築物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並可涵蓋五項主要設施：

集水設施、輸水設施 、淨水設施、貯水設施，以及動力設施等，系

統組成如圖所示：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組成示意圖 

何謂二元供水系統 

所謂二元供水係指將各水源包括：自來水、地下水、泉水、海水、

再生水或雨水貯集等，在水源傳輸過程中需分別使用不同管線配置，

不能相混淆；鑒於海水、再生水或雨水等，與我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

自來水不僅水源來源不同，其使用端水質要求亦相對較低，因此在使

用端僅將此類之水源作為雜用水標的，包括：廁所沖洗、植栽澆灌、

補充空調用水或景觀池及生態池之補充水源等；所以在使用端除原有

之供水管線，需再建置以雜用水為標的之供水管線，以區別既有之主

要水源謂之。 



雨水貯集可以帶來的效益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適合應用在分散供水的都市區域、自來水未普

及之偏遠地區，以及缺乏淡水的離島地區等；建置雨水貯集系統之效

益，有下列幾項： 

 節省費用：可以節省自來水費、電費及碳排放量，對國家而言可

節省水資源開發費用。 

 現地供水：不需要由遠地取水，世界上許多城市的供水都來自很

遠的地區，甚至達到 100km 的地區，但是可透過現地之雨水貯

集利用，可減少政府之輸送管線之佈設費用。 

 以分散配置的方式，取代傳統生存線的方式：當都市對遠距離的

供水倚賴程度增加時，需倚賴輸送的供水管線，一旦因不可抗拒

之因素就會導致供水系統損壞，故在大規模自然災害發生時，由

大型集中供水控制的供水系統，其供水能力將受危害。 

 簡易自來水地區可作為備用水源：包括簡易自來水受損或阻塞無

法供水時，雨水貯集系統可做為附近居民之災備用水水源所發揮

之效益等 

 生態環境之恢復：因都市化的快速成長，許多世界上大都市面臨

都市洪災的問題。不同區域的水文循環規模，倚賴氣候地理和生

物因子的不同而變化。降雨期間，雨水藉著滲透到地底而形成補

注地下水，並補助溪流及湧泉的水量。都市的混凝土建物與瀝青

地面破壞了水文循環，減少了地下水的入滲量，而使地表面的逕

流量和流速加大，在短時間內就使排水系統與河道流浪急遽增加。

因此，透過雨水貯集減少水體環境因人為開發所造成之破壞，有

效減少因開發造成產生之大量逕流水產生，並可提高居住環境的

生活質量，減輕都市化對生態環境之負荷。 

 帶動相關產業效益：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的佈設，包括從雨水收集、

雨水貯集、淨水設施、輸水設施，再到動力設施等，將帶動相關

雨水設備行業的發展，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產業鏈，增加循

環經濟效益。 



是否適合建置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自我評量方式 

一般民眾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我這個地方是否適合做雨水貯集

利用系統嗎?」、「我需要考量那些因素?」，以下列舉一些可以進行自

我評量的建議思考方式： 

 缺水或易淹水地區：考量缺水或易淹水地區取水、用水來源極為

有限或需蓄水減洪需求等考量，本項為自我評量時可列於優先規

劃地點。 

 設置效益（設置空間及設計容量）：效益評估主要考量基地雨水貯

集設置儲水槽配置空間及容量設計大小（有較大空間可配置者優

先考量），其中又應以地表貯集方式優於地下貯集（但如原已預設

有地下儲水空間，包括如建築物筏基或先期規劃已有地下儲水槽，

則亦可列為優先規劃對象）。 

 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自我評量後續雨水利用標的，沖廁用水標

的屬經常性用水，需求及替代自來水量高於澆灌用水標的，故利

用效益較大。 

 場址現況：欲規畫地點現況將直接影響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配置方

式與設施設備安裝位置，以及輸水管路與供水對象的銜接方式。

因此需透過場址建物及周遭相關平面圖評估現有建築物及周圍空

間分布、建物型式、屋頂型式、天溝及落水管型式、主水源管路

配置情況，以及場地的其他空間分布情況與排水系統位置、坡度

等，進以事前評估系統設置對環境的影響，並應以可與既有之設

施、場域搭配之位置或方法為優先規劃對象。 

 配合更新工程計畫（或已獲得相關補助計畫）：主要為考量正在辦

理廳舍新建工程設計或施工中，既有舊建築已被拆除或短期內即

將拆除，可將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規劃納入廳舍新建工程中，則可

大幅提高雨水利用工程之可行性。 

  



二、如何規劃與建置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建置各階段內容 

建築物雨水貯集利用的系統規劃設計基本上可分為下述五個階

段，各階段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階段：規劃範圍及用水標的確認 

需針對場址周遭情況及建築物之雨水及污水排水系統、供水標的、

欲規劃的範圍(集水面積)、空地區域、供水地點、降雨資料等基礎

資料蒐集。 

 第二階段：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樣態型式選擇及桶槽容量規劃 

需依據現況選擇適合的雨水貯集利用樣態與系統設計，包括雨水

收集方式、雨水淨水方式、雨水儲存地點、桶槽容量大小、供水

對象與雨水傳輸方式等，以作為案場整體空間規劃之決策依據。 

 第三階段：各項設施認識與配置規畫 

認識雨水貯集系統各項設施，並依前述系統樣態擇選適合之產品

與設備；整體包括從集水、輸水、貯水、淨水、動力設施等，並

對相關單元設施做配置位置規畫、估價與相關圖說建置。 

 第四階段：細部設計與經費編擬，並完成建造 

延續第三階段，針對從集水、輸水、貯水、淨水、動力設施等，

進行細部設計，包括從設備產品成本、尺寸、特性、維護週期等，

以及到完成數量之確認、細部設計圖說繪製、編擬經費，及施工

期程安排等，最後對整案場確認後完成施工建造。 

 第五階段：營運與維護管理 

依規劃設計之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訂定維護管理計畫，作為未來

營運時期的維護管理依據。 

規劃時須注意的內容 

 計畫使用標的包含澆灌工程，可採行佈設管線半自動滴灌、澆灌

方式，避免採自動噴灌並應考量泥砂阻塞問題。 

 範圍如有游泳池等大量用水，可規劃考量游泳池排水回收至雨水



儲水槽整合回收利用機制。 

 為延長雨水儲水槽使用壽命，收集雨水應增加簡易過濾/淨水等系

統(主要避免樹葉及泥砂等進入雨水儲水槽)。 

 提供雨水沖廁部分之儲水槽槽體，應採其它主水源補注方式(如地

下水、泉水或自來水補助)，並應注意不可與地下水、泉水或自來

水貯存槽混合使用。 

 應參考「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設計技術規範規定」，雨水供水管路

與自來水管路應分開設置，雨水供水管於露明處應採用綠色或漆

塗綠色作為區別，且每隔 5M 標記「雨水」字樣及雨水流向箭頭，

以防止錯接誤用。 

 後續維護管理耗材等問題，如規劃主要淨水設備，通常需求要後

續維護與耗材等相關之經費規劃，因此應審視其淨水需求，並預

先評估後續維管之經費編列來源，避免過度規劃設計。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各設施內容 

雨水貯集泛指為建築物屋頂作為系統的雨水收集範圍，其集水面

積的大小亦將決定可收集雨水量的多寡，進而影響貯水設施設計的尺

寸。此外，由於建築物與供水點距離、面積大小及收集之困難度等因

素，因此並非所有各規劃點的建物皆適宜納入雨水貯集系統，故需評

估現地各建築物集水方案之概略範圍與成本，進而優先選擇最低設置

成本之方式。整體而言，系統建置所需各項設施主要可包括以下五部

分： 

 集水系統：屋頂雨水收集一般包括型式為平頂或斜頂等造型，針

對雨水收集區域不同之屋頂造型選擇適合之取水集水方式，包括

如重力流或壓力虹吸式等相關設備選擇。 

 輸水系統：即指運送雨水之型式，包括天溝、明管或暗管，以及

管徑等將會影響後續之相關設備、系統銜接之容易度與管線建置

成本。 

 淨水系統：即指雨水過濾之設備，通常可分初期雨水淨水及主要



淨水系統兩類。  

 初期雨水淨水系統-包括如雜質截留設施（可分簡易型

或機械式）；以及初期雨水排除設施（可分簡易式、機

械式或電子式等）等。 

 主要淨水系統-包含如沈澱、過濾、加藥、活性碳吸附、

逆滲透、薄膜，以及紫外線 UV 等技術。 

 貯水系統：包含雨水欲蓄水設置地點、儲水槽之型式及材料，以

及儲水槽蓄水容量。 

 蓄水設置地點：包括用水區域周圍之空地不影響行人

車輛進出及方便維護為主要考量，並需以雨水收集管

線及供水管線距離較短為原則進行設計。 

 型式與材料：包括地面式、半地面、地下式、高塔型

式，以及適用材料如塑膠、不銹鋼、玻璃纖維、混凝

土等桶槽型式設計。 

 儲水槽蓄水容量：依據所設定之建築物集水面積，配

合供水需求，以及場域空間等重新，針對儲水槽設置

容量進行設計。 

 動力系統：包括如運送雨水所需之動力型式，如沉水馬達、一般

馬達，或以自然重力等方式設計。 

總整前述所設定之集水建築物，估算雨水收集管線型式及長度、

儲水槽型式/容量、供水配置及整地與相關安裝工資、材料運輸等，

進可評估規劃方案之概略成本。 

 

自來水補水系統 

由於雨水來源之不穩定性，當降雨不足時雨水貯集系統將面臨無

水可使用情況，故系統除了主要雨水儲水槽，另需要設置雨水配水槽

與自來水補水機制，透過雨水儲水槽水平衡概念，使其能在桶槽內水



位低於某設定之水位時，可以觸發補水裝置或手動切換至自來水系

统。 

雨水儲水槽內水平衡的概念，大可分為兩類：(1)儲水槽兼配水

槽型式；(2)儲水槽搭配配水槽型式。其流入儲水槽、配水槽的流量

可包括雨水收集量與自來水補水量，流出量包括使用水量及溢流量，

其中使用水量包括雨水與自來水，故雨水貯集系統雨水利用僅代表替

代了部分自來水的用量，其兩類雨水儲水槽水平衡可表示如下圖。 

 

雨水儲水槽水平衡概念圖-儲水槽兼配水槽型式 

 

雨水儲水槽水平衡概念圖-儲水槽搭配配水槽型式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建置成本編列項目與建議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建置成本主要可以分為「直接成本」及「間接

成本」分類與編列，其成本支出項目與預算編列供參考如下： 

 直接成本編列：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中，依照設置項目，將工程中直接使用於系統

工程中之開銷將歸類於直接成本，其中，如有相關之設置雨水利用流

程等解說告示牌，亦可將此費用歸類於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可能編列

之細項可表列如下： 

雨水貯集系統建置直接成本支出明細表 

項目 直接成本明細 系統屬性 

1 施工安全設施及告示牌 -- 

2 解說牌設置 -- 

3 落水頭、天溝 集水系統 

4 雨水儲水桶 貯水系統 

5 過濾設備 淨水系統 

6 抽水泵浦 
動力系統 

7 配電箱、控制箱 

8 水管、線材及五金配件 輸水系統 

9 安裝施作工程 -- 

10 監測設備/儀器施作及定位 -- 

11 其它雜項工程 -- 

 

 間接成本編列： 

設置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中，間接成本工程部分主要可劃分為設計、

施工、監造及竣工驗收等過程。首先，工程經過委外設計監造時需由

廠商協助設計，在工程施作中產生環境清潔費、衛生管理費、工程品

質管理費、綜合保險費、空汙費、工程管理費，以及營業稅等，另外

如果再委外監造時，則產生委託監造服務費，亦可將此費用歸類於間

接成本；間接成本可能編列之細項與經費編擬可表列如下：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建置間接成本支出明細表 

項目 間接成本明細 
經費編列區間 

(佔直接成本百分比) 

1 環境清潔費/衛生管理費 約 0.3％～3％ 

2 工程品質管理費 約 0.6％～2％ 

3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約 7％～13％ 

4 綜合保險費 約 0.5％～1％ 

5 營業稅 採 5% 

6 空汙費 採 0.28% 

7 工程管理費 約 3%~4% 

8 委託設計、監造服務費 約 8.6%以下 

 

此外，工程間接成本支出得依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

總則篇規定比例收費；其中，部分明細為比例範圍限制，且各縣市規

範略有不同，可由廠商自行依各縣市規範內調整收費比例。 

 

 單位設置容量建置成本參考範圍 

蒐集與彙整經濟部水利署 106~109 年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

統及節水技術計畫」補助之案例資料，將推廣案例中單位設置容量成

本以及建置之儲水槽容量資料依二維關係分析，透過申請案件依照案

例儲水槽設計之體積大小比例，以求得單位儲水體積成本；分析單位

設置容量建置成本結果各設置容量與建置經費參考範圍如下表所列，

儲水槽體積越小相對單位設置容量成本會會較高。 

單位設置容量成本參考表 

設置容量 0-5 噸 5-10 噸 10-15 噸 15-20 噸 20-40 噸 40-60 噸 

成本範圍 (千元) 85~143 80~128 77~120 75~100 73~98 69~95 

設置容量 60-80 噸 80-100 噸 100-120 噸 120-150 噸 150-200 噸 200-250 噸 

成本範圍 (千元) 67~83 65~80 63~78 59~76 53~71 48~63 

 

 



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樣態分類 

依據建築物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設計之建築物形式、雨水收集方式、

供水標的需求等，整合後可將系統簡單分類成 3 種樣態形式，包括簡

易型、進階型、區域型，不同型式的特性說明如下： 

 簡易型 – 設施配置單元組成簡單、較低建置成本且維護容易，供

水標的主要以雨水澆灌、地板洗滌、生態池補充水等為主。 

 進階型 - 設施配置單元組成較複雜、較高建置成本且維護較複雜，

供水標的主要以雨水沖廁為主。 

 區域型 – 主要針對非單一建築物需規劃設施配置，相關之單元組

成將依區域範圍與建置主體情況，提升設計之複雜程度許多，供

水標的亦多元化，可涵蓋沖廁、澆灌、地板洗滌、生態池補充水

等多元供水需求。 

進一步可針對簡易型分別提出二種組成樣態、進階型提出四種組

成樣態，以及區域型提出二種組成樣態選擇供參考，並將前述所列各

組成樣態設置之場域條件、建置成本、設施最低配置需求等項目進行

分析比較，請參考下表及下述各樣態說明。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組成樣態比較 

型式 
分類 

組成 
樣態 

主要供水 
標的 

供水 
條件 

建置 
成本 

主要 
配置內容 

簡 
易 
型 

樣態 I 澆灌…等 需靠位能差供水 低 

天溝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雨水儲水槽(須有一定高程) 
利用位能差澆灌供水 

樣態 II 澆灌…等 需靠機械動力供水 低 

落水頭、輸水管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雨水儲水槽 
利用泵浦澆灌供水 

進 
階 
型 

樣態 I 
沖廁、澆灌…
等 

需靠機械動力供水 
可靠位能差供水 

中 

天溝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雨水儲水槽 
雨水配水槽(自來水補充) 
利用位能差沖廁等供水 

樣態 II 
沖廁、澆灌…
等 

需靠機械動力供水 中 

落水頭、輸水管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雨水儲水槽 
雨水配水槽(自來水補充) 
利用泵浦沖廁等供水 

樣態 III 
沖廁、澆灌…
等 需靠位能差供水 中 

天溝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雨水儲水槽 
雨水配水槽(自來水補充) 
利用位能差澆灌供水 



樣態 IV 
沖廁、澆灌…
等 

需靠機械動力供水 高 

天溝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攔汙、沉澱槽 
雨水儲水槽 
雨水配水槽(自來水補充) 
利用泵浦沖廁等供水 

區 
域 
型 

樣態 I 
沖廁、澆灌、
生態池補充
水…等 

需靠機械動力供水 高 

天溝、輸水管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雨水儲水槽 
雨水配水槽(自來水補充) 
利用位能差澆灌供水 

樣態 II 
沖廁、澆灌、
生態池補充
水…等 

需靠機械動力供水 
需靠位能差供水 

高 

天溝、輸水管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攔汙、沉澱槽 
雨水儲水槽 
雨水配水槽(自來水補充) 
利用動力及位能差沖廁等供水 

 

 

  



簡易型-樣態 I 

利用建築物屋頂集水及周邊地面設置雨水儲水槽，儲存的雨水透

過位能差重力方式供給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最簡易型式的雨水貯集

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屋頂及天溝收集雨水，經排水管線輸

水進入架高之雨水儲水槽，並設置簡易的初期雨水淨水系統去除雨水

中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槽體裝滿時，透過溢流孔排除過多雨水，

最後透過位能將雨水提供給周邊鄰近之植栽澆灌使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簡易型-樣態 I 

 

 

 

 

 

 

 



簡易型-樣態 II 

利用建築物屋頂落水頭集水及周邊地面設置雨水儲水槽，儲存的

雨水透過機械動力抽泵方式供給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需要耗費電力

的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屋頂落水頭、落水管及輸

水管收集雨水，經排水管線輸水進入地面上雨水儲水槽，並設置簡易

的初期雨水淨水系統去除雨水中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槽體裝滿

時，透過溢流孔排除過多雨水，最後透過泵浦將雨水提供給周邊鄰近

之植栽澆灌使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簡易型-樣態 II 

 



進階型-樣態 I 

利用建築物屋頂集水及周邊地面設置雨水儲水槽，儲存的雨水透

過機械動力抽泵方式供給沖廁、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進階型式的雨

水貯集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屋頂及天溝收集雨水，經排水

管線輸水進入地面上雨水儲水槽，設置簡易的初期雨水淨水系統去除

雨水中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槽體裝滿時，透過溢流孔排除過多

雨水，並透過泵浦抽蓄至配水槽，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

最後透過泵浦將雨水提供給周邊鄰近之沖廁與澆灌等用水使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進階型-樣態 I 

 

 

 

 

 

 

 

 



進階型-樣態 II 

利用建築物屋頂落水頭集水及周邊地面、屋頂等設置雨水儲水槽，

儲存的雨水透過機械動力抽泵方式供給沖廁、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

進階型的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屋頂落水頭、落水

管及輸水管收集雨水，經排水管線輸水進入地面上的雨水儲水槽，並

設置簡易的初期雨水淨水系統去除雨水中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

槽體裝滿時，透過溢流孔排除過多雨水，並透過泵浦抽蓄至屋頂上的

配水槽，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最後透過泵浦將雨水提供

給建築物各樓層之沖廁與周邊澆灌等用水使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進階型-樣態 II 

 

 

 

  



進階型-樣態 III 

利用建築物屋頂集水及在屋頂空間設置雨水儲水槽，儲存的雨水

透過位能差重力方式供給沖廁、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進階型式可不

需耗能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屋頂及天溝收集雨水，

經排水管線輸水進入屋頂上雨水儲水槽及配水槽，設置簡易的初期雨

水淨水系統去除雨水中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槽體裝滿時，透過

溢流孔排除過多雨水，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配水統槽；最

後透過位能將雨水提供給建築物各樓層之沖廁與周邊澆灌等用水使

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進階型-樣態 III 

  



進階型-樣態 IV 

利用建築物屋頂集水及周邊地面下設置雨水儲水槽，儲存的雨水

透過機械動力抽泵方式供給沖廁、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進階型式的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屋頂及天溝收集雨水，經排

水管線輸水進入地面下雨水儲水槽，設置初期雨水淨水系統、沉澱系

統去除雨水中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槽體裝滿時，透過溢流孔排

除過多雨水，並透過泵浦抽蓄至配水槽，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

補充；最後透過泵浦將雨水提供給周邊鄰近之廁所沖廁與植生澆灌等

用水使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進階型-樣態 IV 

 

 

 

  



區域型-樣態 I 

利用多棟建築物屋頂集水及各建築物與其周邊地面上設置雨水

儲水槽，儲存的雨水透過機械動力抽泵方式及重力位能方式供給沖廁、

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區域型式的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

係透過各建築屋頂及天溝收集雨水，經排水管線輸水進入各建物鄰近

地面上雨水儲水槽，各收水匯流處設置初期雨水淨水系統去除雨水中

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槽體裝滿時，透過溢流孔排除過多雨水，

並透過泵浦統整抽蓄至配水槽，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最

後透過位能將雨水提供給建築物各樓層之沖廁與周邊澆灌等用水使

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區域型-樣態 I 

 

 

  



區域型-樣態 II 

利用地形高程與多棟建築物屋頂集水，並利用各建築物筏基、屋

頂與其周邊地面上設置雨水儲水槽，儲存的雨水透過機械動力抽泵方

式或重力位能方式供給沖廁、植栽綠化、生態池等用水，這是區域型

式的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各層極其建築屋頂落水

管或天溝等方式收集雨水，經排水管線輸水進入各建物筏基雨水槽、

鄰近地面上雨水儲水槽，以及屋頂雨水儲水槽，各收水匯流處設置初

期雨水淨水系統、沉澱槽等去除雨水中的雜質及污染物而貯存，當各

槽體裝滿時，透過溢流孔設計排除過多雨水，並透過泵浦統整抽蓄至

配水槽，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最後透過泵浦或位能將雨

水提供給建築物各樓層之沖廁、生態池補水與周邊澆灌等用水使用。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區域型-樣態 II 

 

  



四、案例分享 

簡易型案例： 

 



 

 

 

 



進階型案例： 

 

 



 

  



 

  



 

  



 

  



 

  



 

  



區域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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