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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篇 

1、 基本篇 

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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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節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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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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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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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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表

集水方式；本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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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成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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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節 相關基本知識介紹 

 二元供水的概念 

供水來源係指將各水源包括：自來水、地下水、泉水、海

水、再生水或雨水貯留起來，並在水源傳輸過程中分別使用不

同管線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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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端水質要求亦相對較

低，因此僅將此類之水源作為雜用水標的，包括：廁所沖洗、

廚房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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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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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來水補水機制 

雨水來源不穩定，當降雨不足時雨水貯留系統將面臨無水

可使用情況，故系統除了主要雨水儲水槽外，另同時設置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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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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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雨水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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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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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貯留效益宣導 

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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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效如下： 

 節省費用：可以節省自來水費、電費及碳排放量，並

節省水資源開發費用。 

 現地供水：不需要由遠地取水，透過現地之雨水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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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可減少輸送管線之佈設費用，及增加取水的便

利與立即性。  

 以分散配置的方式，取代傳統生存線的方式：供水管

線因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損毀，使得供水系統癱瘓，此

時雨水貯留就能有效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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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貯留系統可做為附近居民

之災備用水水源。 

 生態環境之恢復：暴雨期間大都市常面臨都市洪災的

問題，都市的混凝土建物與瀝青地面減少了地下水的

入滲量，而使地表面的逕流量和流速加大，在短時間

內就使排水系統無法因應與河道流量急遽增加，產生

積水、淹水現象；因此，透過雨水貯留減少水體環境

因人為開發所造成之破壞。 

 帶動相關產業效益：雨水貯留利用系統的佈設，包括

從雨水收集、雨水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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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評量建置方式 

一般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我這個地方是否適合做雨水貯

留利用系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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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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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效益（設置空間及設計容量）：效益評估主要考

量基地雨水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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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又以地表

貯留方式優於地下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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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地下儲水槽，

則亦可列為優先規劃對象）。 

 雨水利用標的：主要為自我評量雨水利用需求，如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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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點現況將直接影響雨水貯留利用系

統配置方式，以及輸水管路與供水對象的銜接方式；

所以應以既有之設施、場域搭配之位置為優先規劃對

象；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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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統設置對環境的影響。 

 配合更新工程計畫（或已獲得相關補助計畫）：對於

已被拆除或短期內即將拆除之建物，將雨水貯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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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供水在較新式的建物中較常

見，若有配合相關工程會解省許多施作費用與施作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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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設計篇 

2-1 節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建置各階段 

雨水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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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先暸解場址周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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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放置系統相關

器材處)、供水地點、降雨資料，並做資料蒐集。 

 第二階段：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型式選擇 

樣態型式選擇及桶槽容量規劃與系統設計需依據現況選

擇適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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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認識雨水貯留系統各項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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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估價與相關圖說建

置。 

 第四階段：細部設計與經費編擬完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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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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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劃設計之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訂定維護管理計畫，作

為未來營運時期的維護管理依據。 

2-2 節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樣態 

 樣態綜合比較 

依據建築物雨水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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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後分類成 3 種樣態形式，包括

簡易型、進階型，以及區域型： 

 簡易型 – 設施配置單元組成簡單，成本低且維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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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相關之單元組

成將依區域範圍與建置主體情況，提升設計之複雜程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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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針對簡易型分別提出二種組成樣態、進階型提出二種

組成樣態，以及區域型提出二種組成樣態以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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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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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澆灌…等 靠位能差
供水 

低  天溝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雨水儲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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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一定高程) 

 利用位能差澆灌供水 

樣態 2 澆灌…等 靠泵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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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澆灌、沖
廁…等 

靠泵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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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澆灌、沖
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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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型 樣態 1 澆灌、沖
廁、生態
池…等 

靠泵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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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澆灌、沖
廁、生態
池…等 

靠位能差
供水 

靠泵浦供
水 

高  天溝、輸水管集水 

 初期雨水淨水 

 攔汙、沉澱槽 

 簡易型樣態-1 

利用建築物屋頂集水及週邊地面設置雨水儲水槽，儲存的

雨水透過位能差之重力方式供給植栽綠化等用水，這是最簡易

型式的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屋頂及天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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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雨水，經排水管線輸水進入架高之雨水儲水槽，透過簡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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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週邊鄰近之植栽澆灌使用。 

 

 簡易型樣態-2 

利用建築物屋頂落水頭集水及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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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利用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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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鄰近之植栽澆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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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型樣態-1 

 利用建築物屋頂落水頭集水及週邊地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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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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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將雨水提供給建築物各樓層之沖廁與週

邊澆灌等用水使用，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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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型樣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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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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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利用位能將雨水提供給建築物各樓層之沖廁

與週邊澆灌等用水使用，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配水

統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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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型樣態-1 

利用多棟建築物屋頂集水及各建築物與其週邊地面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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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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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泵浦抽蓄至配水槽；最後將雨水提供給建築物各

樓層之沖廁與週邊澆灌等用水使用，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

水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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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型樣態-2 

利用建物基地地形之高低落差與多棟建築物屋頂集水，並

利用各建築物筏基、屋頂與其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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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配置內容係透過各層及其建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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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泵浦抽蓄至配水槽；最後應用泵浦或位能方

式將雨水提供給建築物各樓層之沖廁、生態池補水與週邊澆灌

等用水使用，且當雨水短缺時則由自來水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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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節 規劃時須注意的內容 

 計畫使用澆灌等工程時，考量泥砂阻塞問題應避免採自動

噴灌，建議盡量以滴灌為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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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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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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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獨立，如有需

要也可在桶槽上標註其功能以免辨識不清而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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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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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如後續維護管理之耗材問題，如規劃主要淨水設備，

通常需有後續維護與耗材等相關之經費規劃，並預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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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維管之經費編列來源，避免過度規劃設計。 

2-4 節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各設施內容 

雨水貯留泛指為建築物屋頂對雨水之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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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大小皆會影響收集之困難，

因此並非所有各規劃點的建物皆適宜納入雨水貯留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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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影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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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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場域空間等進行設計。 

 動力設施(機械設備)：包括如運送雨水所需之動力型式，

如沉水馬達、一般馬達，或自然重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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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評估規劃方案之概略成本。 

2-5 節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建置成本編列項目與建議 

雨水貯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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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工程中直接使用於系統

工程中之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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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水系統、輸水系統 7 配電箱、控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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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直接成本明細 
系統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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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貯留利用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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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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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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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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容量成本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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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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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施設備篇 

3-1 節 集水設施 

集水設施指針對雨水收集的集水區域進行收集的設施，一般

對象為建築物屋頂為主要設施範圍，其收集設備的材質及設計亦

會影響雨水水質與收集效益，建議需注意以下幾點： 

 屋頂應有適當的斜率，不易因雨水匯聚產生淤積以及

排水亦較容易。 

 屋頂應注意防滲漏的處理，以及定期清淤。 

 收集設備的材料應避免使用活性較大的物質。 

 應盡量使用耐久性較佳的設備材料。 

 應設計適當的落水頭等雨水匯集處之措施，便於快速

排水與攔汙。 

 屋頂材質 

雨水收集的主要設備-屋頂其表面材料常使用包括有波浪狀

鋁版、鍍鋅鐵、混凝土、玻璃纖維…等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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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波浪狀鋁版、鍍鋅鐵屋頂(桃園高義國小) 

 

範例：琉璃鋼瓦屋頂(桃園高義國小) 

 

範例：玻璃纖維屋頂(桃園義盛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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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混凝土平屋頂(嘉義圓崇附小) 

 屋頂型式 

建築物常見的屋頂型式一般有斜屋頂型式、平屋頂型式、圓

拱狀屋頂型式…等。 

 

範例：斜屋頂型式(新北秀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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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平屋頂型式(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永華辦公室) 

 

範例：圓拱狀屋頂型式(台東廣原國小) 

 屋頂集水型式 

建築物屋頂常見的集水方式可分為重力式與壓力式，其中兩

者主要差異及設計時需注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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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重力型式落水頭(宜蘭羅東林場) 

 

範例：壓力型式落水頭(新北碧華國小) 

屋頂集水型式-重力式 屋頂集水型式-壓力式 

管線配置較複雜 管線配置較簡易 

輸水懸吊管需一定坡降 輸水懸吊管無需坡降 

管徑較大且材質需求普通 管徑較小但材質要求高 

排水速度較慢 排水速度較快 

較易造成雜物堵塞需常清洗 具有自我清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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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屋頂集水設施 

廣義的屋頂集水設施而言，天溝跟落水管亦可分類在集水設

施與輸水設施中，在許多學校建築物的屋頂設計中，斜屋頂、圓

形拱狀屋頂等，為收集與輸送整面屋頂的集水，則必需要配合設

計天溝去輔助收集輸送所匯集後的雨水；另外針對一般平屋頂，

則最為常見的就是在柱間或女兒牆旁邊會設有排水管(或稱落水

管)，設在柱間的一班稱為暗管，牆邊的則多半為明管型式，多半

會在接近一樓的部分截斷後，重新與輸水設施設計搭配管線來進

行收集，並將在下一節進一步介紹。 

3-2 節 輸水設施 

輸水設施為建築物雨水貯集利用中，雨水收集後輸送雨水的

關鍵單元，主要可分為天溝、排水管(落水管)及輸水管-應用端等

三部分，說明如下。 

 天溝 

利用建築物屋頂邊緣，設計便於雨水匯集後積聚雨水的下凹

型式的小溝，亦或稱落水槽或直稱天溝；係主要將雨水集中於天

溝後，藉由坡度等方式排輸送水，並再藉由與天溝銜接的排水管

或落水管經過初期過濾系統後，再輸送至雨水貯存處。一般常見

天溝外觀型式可分為方形、半圓形及三角形等，而主要常見材質

有 PVC、不鏽鋼及水泥等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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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PVC 天溝及排水管(宜蘭羅東林場) 

 

範例：水泥天溝(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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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不鏽鋼天溝(宜蘭同樂國小) 

 天溝周邊措施 

屋頂在設置天溝時在造型上隔離措施或攔葉網可有效攔阻部

分落葉、髒污的設計，在屋頂施作時也可以一併考慮設置，並與

後續輸水設施、淨水設施等相互結合配置。但也因為在屋頂上，

若需設置類似之周邊措施，也要注意後續清潔是否方便，是否僅

能依靠手動清潔或是可依靠雨量足夠時讓設施達到自我沖刷清潔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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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造型隔離(新北光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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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攔葉網(新北文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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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管(落水管)形式 

排水管或落水管一般可分為在柱間或管道間，稱為暗管，而

為了便於雨水收集，常用方式係將暗管改明管，或牆邊铣孔後加

設明管等設施配置方式。 

 

範例：暗管(花蓮美崙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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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明管(桃園內壢國中) 

範例：铣孔加明管 (宜蘭同樂國小) 

 輸水管-應用端 

輸水管-應用端同樣可分為暗管及明管兩種施工方式，則主要

是指將雨水透過管件輸送至供水需求處，包括將處理後之雨水輸

送至如植栽/綠化澆灌、廁所沖洗、地板洗滌等應用標的。 

上述排水管(落水管)或輸水管等管件之施工中，明管施工為

將管路安裝於設施結構物外，其施工過程方便且快速，唯因管路

外露易影響美觀外，其易受外力所破壞。其次，暗管施工則為將

管路藏於建築設施內，包括如柱間或管道間等，也因為暗藏對於

施工及維修較為不便，但因管路隱藏且受設施保護，除了美觀外

也較不易遭受破壞。 

 管件材質 

排水管(落水管)或輸水管齊管件材質國內常見一般以塑膠材

質(PVC、PE 等)最被普遍且價格穩定；另有其他如金屬材質，包

括不鏽鋼、鍍鋅、鐵管等，價格稍偏高但管材耐久度較佳，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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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水設施常被使用。 

 

範例：塑膠管 (屏東內獅國小) 

 

範例：金屬管(台北仁愛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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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節 淨水設施 

淨水設施主要是指將收集的雨水儲存利用前，經由物理方式

或化學方式處理將水質確保後，再提供做為後續儲存及使用；設

施的形式大致可分為初期淨水、主要淨水，以及消毒過濾等三種

型式。 

此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淨水設施有些需要定時清淤，

以及更新濾料等耗材，或是需要定期清潔保持其功用，所以在設

置位置時，其裝設高度、位置須設置於人工方便更換與清潔的地

方。 

 初期淨水設施 

鑒於在降雨的初期，受到大氣、建築物收集的屋頂表面等影

響，雨水通常較容易帶有汙染物且混濁，因此在降雨初期部分的

雨水需先藉由初期淨水設施將初期的雨水先分流排除，此部分分

流的雨水可將大部分的大氣與屋頂雜質、有機汙染物有效排除，

而經由初期淨水後之雨水，儲存後基本上就可以當成學校澆灌用

水、沖廁用水、地板清洗水等使用，為最簡易、耗費最少，常見的

雨水淨水方式，其產品設備通常泛稱為「初期雨水過濾器」，常見

形式有濾石濾網、離心式及沉澱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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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初期雨水過濾器-濾石濾網式(桃園觀音工業區) 

 

範例：初期雨水過濾器-離心式(宜蘭羅東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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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初期雨水過濾器-沉澱式(高雄大華國小) 

 主要淨水設施 

為了進一步將雨水中的汙染物去除，可再加設其它淨水設施

單元，主要淨水設施可將初期雨水過濾後的水源，進一步將雨水

中的汙泥、雜質等進行分解沉澱，能更有效的過濾水中的泥土、

砂石、雜質，並也可搭配自動控制閥，全自動執行逆洗等功能，

更能確保雨水水質清澈，為系統主要的雨水淨化程序。 

但是，如果淨水設備使用到主要淨水階段，就需考慮到雨水

來源較穩定且能具備大量的水量來源與使用水量，並且也可能會

需要較高的維護成本、定期操作排汙、清洗與專門的維護人員，

因此主要淨水設施一般比較常見於大學等大型學校校區設置，能

有較充裕的維護成本與人力；常見的設備形式包括如沉澱過濾槽、

石英砂過濾器(砂濾)、活性碳過濾器、碟片過濾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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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沉澱過濾槽(基隆女中) 

 

範例：沉澱過濾槽(新北光華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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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石英砂過濾器(高雄福山國中) 

 

範例：活性碳過濾器(新北佳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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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碟片過濾器(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消毒、殺菌過濾設施 

為了進一步須更提高雨水用水的水質標準，可再設置如消毒、

殺菌等過濾之設施，也同樣得其後續在維護與管理成本上將再提

高，且到達這階段的維護成本已算是高額的成本，若無特別之用

水水質需求，是可不需要使用到如此高等級的淨水設施配置；消

毒、殺菌之措施常見的如增加定期加藥的加藥桶等設施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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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消毒、殺菌過濾設施(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 

 雨水過濾與處理流程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淨水設施因應各種供水用水之條件的差

異，會有不同的淨水設施搭配的選擇，本節提出幾項雨水淨水對

策建議的選擇參考。其中一些處理過程與設備選擇是可依據學校

用水需求與維護管理能力逕行組合與調整。 

一般小型學校雨水貯集利用工程建議應選用設備維護簡單、

管理方便的流程，如對策 2、6、9 是建議搭配且較維護簡易的方

法；當然進一步如果雨水收集區域的水質來源條件較好，且用水

水質要求不高，也可以考慮方案 4、5 即可。 

如果為學校人數較多，校區收集雨水條件也夠充裕，對策 3、

7、10 可作為大型學校在雨水貯集利用工程建議搭配的設備流程；

對策 1、8 則建議學校規模須要在一定程度以上，且雨水收集量

及利用對象穩定，以及又具備充足的維護管理能力，或學校具有

特殊要求條件下才採用。 

上述的某些對策流程，所引用之設施技術與複雜程度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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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水效果水值掌握顯然有不同成果，因此在規劃配置時選擇應注

意他們的設施特點和適用條件，包括考慮有雨水收集地點的降雨

特性，如降雨頻率、雨水水質，以及考慮雨水的用途及水質要求；

以及施工現場位置、經費、規模；最重要的，還是後續的操作維

護難易度，管理費用支付的能力與安全性等。 

 

淨水設

施單元 

初期淨水設施 主要淨水設施 其它淨水 

濾網 
初期雨

水排除 

塵砂、沉澱

過濾 

石英砂、活性

碳、碟片過濾 

消毒、殺菌

過濾設施 

對策 1 ○  ○ ○ ▲ 

對策 2 ○  ○  ▲ 

對策 3 ○   ○ ▲ 

對策 4 ○    ▲ 

對策 5 ○ ○   ▲ 

對策 6 ○ ○ ○  ▲ 

對策 7 ○ ○  ○ ▲ 

對策 8 ○ ○ ○ ○ ▲ 

對策 9  ○ ○  ▲ 

對策 10  ○  ○ ▲ 

備註：○為主要配置；▲依需求配置 

資料來源：1.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模組

設計手冊」，2021。 

2. 經濟部水利署，「110-111 年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減災

技術與設施輔導推動計畫(1/2)」，2021。 

另外，可針對雨水供水對象，提供下列幾個針對不同用途別

而建議之水質處理簡易流程供參考： 

 雨水利用做為廁所沖廁使用時： 

 

 雨水利用做為植栽澆灌使用時： 

雨水收集 濾網
初期雨
水排除

塵砂、
沉澱

儲存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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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利用做為生態池補充用水時： 

 

 雨水利用做為大型校區沖廁、景觀水體用水時： 

 

以上所列述的雨水處理方法，進一步又可以依雨水儲存之前

與之後等配置方式，其放置之適合位置與優缺點分別包含： 

 儲存之前設施配置: 其適合設施包括濾網、初期雨水

排除、初期雨水過濾、塵砂沉澱等。 

 儲存之後設施配置 : 石英砂、活性碳、碟片過濾，以

及消毒、殺菌過濾設施等。 

位置 優點 缺點 

前處理  設計時僅簡單使用重力流方
式即可運作，無須靠機械、電
力等要求。 

 防止後續處理時有大形汙染
物進入儲水槽，造成淤積或
堵塞。 

 大量減少後續淨水設施之負
擔，雨水初期水質條件好時
或可不需再設置後續的淨水
設施。 

 設備經費需求較低，且靠簡
易的設施設計即可達到需
求。 

 需要定期人工清理與維護。 

 維護地點與配置地點相關，
不易掌握是否適合人工簡易
即可維護的條件。 

 維護不良可能造成雨水無法
順利輸送，或進水量大幅度
縮減，甚至造成未處理的雨
水直接進入儲水槽。 

 系統多半為數個集雨點，將
可能造成需要數個設備作為
前處理，造成成本與維護困
難度增加。 

後處理  可符合水質穩定需求且達成
較高水質標準。 

 需要針對設備本體及需要較
高之技術維護。 

雨水收集 濾網
初期雨水
排除

儲存利用

雨水收集 濾網 沉砂/沉澱 儲存利用

雨水收集 濾網
初期雨
水排除

沉砂/
沉澱

石英砂
等過濾

儲存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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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於淨化更複雜的水質問
題。 

 濾網或其他材料等更換經費
需求較高。 

 淨水的水質成效，與耗材更
替等頻率，仍需取決於進入
的雨水品質與前處理設備的
維護品質。 

 通常比前處理需要較高的建
置成本。 

資料來源：1.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模組

設計手冊」，2021。 

2. 經濟部水利署，「110-111 年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減災

技術與設施輔導推動計畫(1/2)」，2021。 

3-4 節 貯水設施 

貯水設施或可稱為儲水設施，主要為將雨水過濾前或後，將

收集的雨水暫存及儲存的桶槽設備。貯水設施依其儲蓄存放位置，

國內市售之產品主要可分為地面式、地下室及半地面式等三種。 

 地面式及半地面式特性： 

貯水設施如為暴露在室外，易受日曬及風吹雨淋

等影響較大，也因此其氣溫影響造成水溫及水質變化

較大；但因露天形式其在排汙、排泥等清淤過程較為

方便，在後續維護管理也因此較容易。 

 地面式及半地面式設置問題： 

地面式、半地面式設置時，往往需要基地周遭有

足夠之空間放置，因此在高密度的都市區域，其儲存

容量與設施大小受到嚴重的限制；除此，地面式容易

會影響到視線與觀瞻問題，而且設施將會阻擋光線，

更關係到周邊建物採光影響；如採用半地面式，則可

減緩視線、採光影響程度，但因需開挖至一定深度，

愈將槽體半埋入方式，這亦須視現場埋入深度、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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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以及地層是否適合開挖等因素，影響此設計的配

置可能。 

 地下式特性： 

是將貯水設施設置在地面下，由於地下式設計不

受日曬、氣溫等影響最小，因此水溫變化不大；但因

將設施設於地下，相關之清洗、排汙等將較為不容易，

且往往需要另外以機械式方式抽排，雖然不會占地面

空間且可確保設施密閉性，但在維護管理上也較為不

方便。 

地下式雨水儲蓄方式其優點為地上空間可以提

供其它運用，不受地面建物之限制，適合推廣於高密

度之都市區域，但也因此施工較複雜，且整體施作成

本較高。 

 

範例：地下式儲水槽(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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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地面式儲水槽(台南錦湖國小) 

 

範例：半地面式儲水槽(台中國立勤益大學) 

此外，貯水設施使用的材料，除了需考慮其需具備耐久、耐

日曬；亦須考量耐水壓和耐化學腐蝕等特性(避免水體中有化學變

化造成汙染水質)。 

而依據設施的功能及特性，可將國內市售的貯水設施再分類

為直立式、躺臥式(或稱運輸型)、管列式、貼壁式(或稱薄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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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組合式蓄水框架(或稱雨水積磚)，或以直接儲存至建築物筏式基

礎等方式；其材質區分亦主要可分類為聚乙烯(PE)/高密度聚乙烯

(HDPE)塑膠、聚丙烯塑膠(PP)、不鏽鋼、玻璃纖維(FRP、SMC)及

混凝土(RC)等。 

 

   貼壁式(或稱薄型)特性 

相較於一般常見的直立式儲水槽易占用地面空

間，相對較能具備利用其建築物周遭畸零空間擺設，

較能有效的空間運用在牆壁旁等，適用在高密度都會

區建物或建物狹窄處裝設；此外，因貼壁式(或稱薄

型)儲水槽形狀及設置特性，相較其他應用於一般地

貯水設施

存放位置

地面式

地下式

半地面式

功能特性

直立式

躺臥式

貼壁式

組合式蓄水框

架

建物筏式基礎

材質區分

聚乙烯塑膠(PE)

高密度聚乙烯

塑膠(HDPE)

聚丙烯塑膠

(PP)

不鏽鋼

玻璃纖維(FRP、

SMC)

混凝土(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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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式儲水設施，能減少視線遮蔽之安全死角，且更能

有效地應用空間。 

 

範例：躺臥式(或稱運輸型) -PE 儲水槽(基隆暖暖運動公園) 

 

範例：貼壁式(或稱薄型) -PE 儲水槽(台北國立陽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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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直立式-PE 圓桶儲水槽(台北國立陽明大學) 

 

範例：直立式-不鏽鋼地面式儲水槽(苗栗國立聯合大學) 



 

55 
 

設施設備篇 

 

範例：直立式-玻璃纖維(FRP)儲水桶(高雄駁二特區) 

 

範例：直立式-混凝土(RC)儲水槽(台北仁愛國小) 

 組合式蓄水框架(或稱雨水積磚)儲水設備 

此類儲水設備為設置在地面下之設施，市售材質

多為聚乙烯塑膠(PE)或回收材質，硬度適當且重量輕，

在搬運與組裝等施工過程中，除了比混凝土(RC)施作

容易，更無須澆置與養護時間等優點。設施配置時可



 

56 
 

設施設備篇 

透過組合方式架設，整體形狀的限制較不拘且自由度

高，再者因地面下配置，適用於缺乏地面空間的地方

配置。 

但由於此設施組裝在地下，不論在施工、維護等

安全性考量應多注意，再者其本身排水多半需要機械

式抽排，在後續清淤、抽泥等尤其需注意排程時間與

方式，且其若放置於車輛行進位置下，就需多考慮其

穩固性與乘載性。 

 

範例：地下式-混凝土(RC)儲水槽(苗栗龍昇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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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地下式-組合式蓄水框架儲水槽(高雄水寮國小) 

 建物筏式基礎儲水設備 

建築筏基基本作用為支撐穩定建物，其中許多空

間會被填實，其餘空間則被拿來利用；除了作為土壤

與建物載重平衡媒介外，在實際運用也將空間挪作其

他用途，通常會作為自來水儲水槽、消防水儲水槽、

廢水處理槽，以及提供為雨水貯集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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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地下式-建物筏式基礎儲水槽(新北福營國中) 

如前述筏式基礎會做其他用途使用，所以必須深入了

解目前筏式基礎的使用現況；通常筏式基礎空間已被挪用

其他用途的項目基本有汙水處理設施、升降設備機、消防

水池…等，確認以後剩下才能挪來使用。因此，建物筏式

基礎提供做為儲水的空間，在設計為雨水儲水設施時應考

量： 

 建築物中利用在雨水貯留筏式基礎的範圍 

學校建物因範圍廣且構造型多樣，必須事先了解各棟

大樓是否有設置筏式基礎，是否有將屋頂雨水排入系統中

的筏式基礎並配設儲水槽，進以統計具備雨水儲存能力的

筏基範圍，並估算其面積與深度。 

 雨水貯留筏式基礎使用現況 

需要考慮由於埋設於建物內的雨水貯留筏式基礎是

無法完整清潔其槽體的，所以在系統前期設置的淨水系統，

就要根據其現場所收集的雨水品質，周遭剩餘的空間等規

劃設計為雨水貯集利用的儲水槽。 

3-5 節 動力系統 

動力系統為利用機械設備等方式輸送雨水至其他系統中之動

力來源，主要的配置通常以泵浦(或稱抽水馬達)作為輸送的設備；

而市售泵浦的形式大致可分類為陸上式泵浦與沉水式泵浦兩種。 

 陸上式泵浦 

主要為設置在地面上，可設置在戶外或室內，如

設置於戶外，由於會受周遭環境、氣候等影響，需要

特別注意可考慮加設外殼遮罩，減少設備維護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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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設備壽命，並避免設置在貯水設備，尤其溢流口、

排汙口等附近，容易造成設備受潮、髒污，增加維護

成本且易減損壽命。 

 沉水式泵浦 

主要設置在儲水槽內部，因此需特別注意最低運

轉水位的控制，避免抽入空氣或空運轉現象，泵浦除

了無法進行排水外，也可能因散熱不足而損毀。此外

須注意前置塵砂、沉澱等淨水系統的確實，減少汙泥

淤積在系統周遭，增加系統的壽命。 

此外，動力系統在規劃設計時，因需考量輸送或供給端的距

離與高度，應考慮實際抽水揚程及計算需水量，選擇適合之設備

種類與馬力以進行配置，常見市售規格型式包括： 

馬 力 x 口 徑 電 相 電 壓 揚程(公尺) 水量(加侖) 

1HP X 1 1/2" 單/三 110/220V 25~50 20 

1.5HP X 1 1/2" 單/三 110/220V 45~70 20 

2HP X 1 1/2" 單/三 220V 70~100 20 

2HP X 2" 單/三 220V 45~70 30 

3HP X 2" 單/三 220V 70~110 30 

3HP X 2" 單/三 220V 45~70 60 

3HP X 3" 單/三 220V 20~35 120 

5HP X 1 1/2" 單/三 220V 120~170 30 

5HP X 2" 單/三 220V 60~90 60 

5HP X 3" 單/三 220V 30~5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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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陸上式泵浦(桃園觀音工業區) 

 

範例：沉水式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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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維護管理篇 

4-1 節 維護管理方式與週期 

雨水貯集利用設施之維護管理主要是針對集水系統、輸水系

統、淨水系統、貯水系統以及動力系統等進行管理維護，包括定

期檢查、清淤及操作維護。 

 各項系統檢察重點 

 集水系統 

建築物平屋頂的排水方式大多為以落水頭利用重力方

式排除雨水，而落水頭其排水易受屋頂落葉、砂塵等淤積

阻塞後造成阻塞，再者大面積區域之建物，尤其是學校因

屋頂範圍廣需要較多的雨水排水管進行排水，再加上屋頂

水平等不均勻，往往造成平時的維護困難度；為加速雨水

排除，或針對大面積等屋頂排水需求，加速排水及減少淤

積產生，採用壓力形式的集水設備如壓力落水頭排水，在

維護相較為容易且排水管數量也可減少，降低維護經費。 

此外，屋頂必須定期清淤，常見造成污染的來源包括

有菸蒂、垃圾、落葉，以及動物糞便等；為了維持雨水水

質穩定，屋頂構造形式應避免縫隙中堆積動物糞便、垃圾

等造成的細菌滋生，而建議屋頂材質應避免使用複合材料

如瀝青、石棉瓦等孔隙較大的材料，可採用較光滑無孔隙

的材料，在平時維護需沖洗等清潔也較方便容易。 

尤其學校位處偏遠地區，或學校屋頂樓層高度小於

3~4 樓的，樹木落葉等較易堆積產生，因此在落葉季節以

及颱風前後期建議應定期清理，避免堵塞影響收集效果，

同時時間久落葉腐敗後亦會對雨水水質產生影響，因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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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植物及介質的存在，雨水會將有機物帶出而造成汙染，

而雨水需要加強處理後續淨水程序。 

最後，考慮雨水水質的安全性，屋頂層的防水塗刷應

避免含鉛的塗料，以免造成重金屬汙染影響水質，屋頂設

有教學設備或景觀花園，包括如學校常設之花圃、生態菜

園、魚菜共生…時，則需要經常的清理維護，週期需要縮短，

並且加強清掃避免堵塞，確保使用安全與系統的壽命。 

 輸水系統 

輸水系統天溝之維護須注意的是要經常清洗以維持排

水通暢，但由於天溝之位置多半裝設於高處，非一般學校

能派員上去清洗之位置，再者天溝之設計坡度通常依重力

排水需求約以 1%坡降設計，為防止流速過慢堵塞，可考慮

前端設置過濾網，用於攔截大型汙染物如樹葉、樹枝。 

而材料的選擇建議優先考慮鋁製或不鏽鋼等材料，這

類材料相對屬於惰性料件，雖然價格上偏高但其氧化緩慢、

耐日曬，且有朔性易組裝，同時能防止細菌、藻類生長等

優點。相對其它亦可選擇塑料(PVC)，其價格較便宜也容易

組裝，但其塑料缺點則是需因常曝曬下容易脆化碎裂，使

用壽命相對較短許多。 

排水管、落水管等排水管路如為暗管設計，雨水輸水

設置之前，應先確認雨水排水管路是否有搭接生活雜排水

管路，包括如學校地板排水口、洗手台汙水、拖把清洗槽…

等，以免雨水與其它生活雜排水混搭管件而遭受汙染，如

校社建築管線複雜不易確認，宜應另外鋪設獨立雨水排水

收集管線。 

而材料的選擇經費充足下建議可優先考慮金屬管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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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為一般塑膠管件(PVC)則可以在管路外面塗油漆增加

其使用壽命，或改用聚乙烯(PE)、高密度聚乙烯(HDPE)等

材質，亦可增加其使用壽命。 

為了攔截汙染物，亦可在連接集水系統與貯水系統間

的聯絡管路時，設置篩網或初期淨水系統以排除汙染物流

入貯水槽，篩網之選擇可包含較粗濾網以去除樹葉、樹枝

或較大顆物染物，並再搭配較細濾網以去除較細汙染物，

而在裝設篩網或濾網時應注意下列幾點： 

 篩網或濾網應設置在易檢視與清潔位置，或本身

具有自動清潔功能。 

 篩網或濾網開口大小必須注意避免讓中、小型生

物如青蛙、蛇等爬蟲類能進入而造成汙染。 

 貯水系統 

對所有型式的貯水系統大致會多設底座、腳架或基礎

設置，不論是地面型、半地面型、地下型的貯水槽在放置、

固定上是非常重要配件之一，因為儲水槽整體載重一旦發

生不均勻沉陷或傾斜，不僅會對貯水槽體本體造成變形、

損害，對環境之安全影響以及建築物亦可能會造成傷害。 

貯水槽之材質如果為金屬，容易因為反光造成間接影

響如光害問題等產生，建議可在槽體外層包膜、或彩繪，

或簡易上層油漆即可；材質如為塑膠或聚乙烯類，容易因

陽光曝曬而容易滋生藻類，故其顏色可採用暗色如黑色、

深綠色等，其次，亦可對貯水槽體外部增設保護設施或美

觀設計，包括如圍籬、短柵欄等，不僅可保護設施減少受

損機會亦有視覺美觀等功能。 

地下型的貯水設施如混凝土材質的儲水槽或組合式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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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框架，則需加強注意設施本身的承載能力，尤其在學校

設施排如有樹木或灌木叢，其樹根竄根亦須考慮防範，除

此如設在車道上或鄰近處，受震等產生之不均勻的沉陷，

容易造成設施變形、裂縫與漏水現象，由於在地面下這些

現象往往無法被即時發現，故不定期的請廠商檢測與定期

的維護保養甚為重要。 

最後為定期的清潔，儲水槽必須定期排汙、抽泥及清

洗(尤其是地下型儲水設備往往因為手續複雜困難而被忽

略)，通常在設施前有具備完善的前端淨水系統，並妥善的

維護管理，貯水系統 3~5 年才需進行清洗。 

當貯水設施底部淤積物已明顯產生(通常以超過 2cm

時)則建議需進行抽泥並清洗。一般抽泥清洗步驟可依下列

方式進行 :  

 將貯水設施的水以重力排出或機械(泵浦)抽出至

水位只剩近 30cm 時，將底泥與雨水擾動混淆，

可促進將沉積物隨汙水排除。 

 排除到底部時剩餘之汙水如過多無法完全排除或

抽排出，可再注入乾淨水重新前述步驟。 

 待完全排出後，可利用消毒劑或漂白水擦拭貯水

設施槽體脂內壁，可減緩藻類或微生物等孳生。 

 最後再以乾淨的水沖洗槽體內壁，並將沖洗後之

汙水也排出或抽除。 

 淨水系統 

初期淨水設施如篩網或濾網上的樹枝、枯葉、泥砂與

雜質等應經常清除，主要淨水設施則當過濾、除泥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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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時需逆沖洗或補充/更換濾料，如為沉砂、沉澱型的則需

定期的排泥清洗。 

 動力系統 

為確保泵浦及機械動力設備正常，建議每三個月檢查

一次，其他相關設備則每半年檢查一次。 

 雨水貯集系統檢察時間建議排程 

檢查時間排程及維護重點如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

系統別 建議檢察時間間距 檢查維護重點 

集水系統 1 個月或降雨兼具超
過 10 日之單場降雨
後 

污/雜物清理排除 

輸水系統 1 個月 污/雜物清理排除、滲漏檢查 

淨水系統 3 個月或降雨兼具超
過 10 日之單場降雨
後 

污/雜物清理排除、設施功能檢
查 

貯水系統 6 個月 污/雜物清理排除、滲漏檢查 

動力系統 3 個月 設施功能檢查 

其它 1 個月 設施功能檢查 

備註： 

1. 集水系統包含建築物收集面相關設備，如:落水頭 

2. 輸水系統包含排水管路/給水管路以及連接儲水槽與淨水系統之間的管路
等。 

3. 淨水系統包含雨水前處理、初期雨水排除、沉澱或過濾系統以及消毒系統
等。 

4. 貯水系統指雨水儲水槽、中繼槽以及配水槽等。 

5. 動力系統包含泵浦及機械動力設備的功能檢點 

6. 其他設施包含設施設備之安全性檢查，如:維護人孔蓋之安全開關、圍籬或
防止漏電等。 

7. 為確保雨水貯留利用之衛生安全，應至少每半年檢測一次，抽驗用水點水
質。 



 

66 
 

維護管理篇 

2012 

 

4-2 節 安全管理 

 雨水輸水系統管路標示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百一十八條規定，

「雨水輸送管路的標誌必須清楚且易於識別，外觀應為淺綠色，

需在管路每 5 公尺標記雨水字樣且文字大小必須清楚可讀」，

為防止與自來水源或其他用水等管線交叉連接配管錯接造成

混淆，雨水輸水系統之相關管路必須使用固定的淺綠色以及標

示等加以區分。 

此外，雨水利用端包括出水口、水龍頭等地點應貼相關警

告標誌，以防止使用者以為是自來水而與人體接觸甚至是飲用。 

 

範例：出水口及管路標示(宜蘭羅東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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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來水補給系統 

由於雨水利用使用的為自來降雨產生的供水來源，因此往

往得面臨降雨不足時，雨水貯水系統會因雨水不足已到槽底，

無法供給原先的使用端；為避免雨水貯集系統停擺無法營運，

雨水貯水系統需要設置自來水補水機制，亦即使其能在降雨不

足、使用量過大或水槽內水位過低時，降至低水位時可以自動

觸發警示，進可切換為自來水系統或進行雨水水槽補助自來水，

因此整體補水機制可分為 :  

 自來水自動補水機制：可利用設置電磁閥或水位感測

器來自動控制補水啟動與關閉。 

 自來水手動補水：抽用水至槽底一定程度時，手動開

啟閥門補水。 

 

範例：雨水貯集槽體塗裝(宜蘭羅東林場) 

 自動補水旁通迴路機制：供水輸水管路上設置自來水

旁通迴路，可採手動或自動方式，控制雨水系統不足

時補充自來水或其他主要水源補充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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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雨水貯集管線旁通迴路及控制器(桃園高義國小) 

 防止雨水回流設施 

為了防止雨水輸水過程中逆流/回流到補水自來水系統，

造成主水源汙染，可利用設置逆止閥，其本身設計就是藉由輸

水本身壓力或依靠內部彈簧結構，讓輸送水流僅能單一方向，

藉以防止回流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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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雨水回流控制(高雄福山國中) 

 貯水系統溢流口設置 

當雨水收集量超過貯水系統槽體的儲存上限時會，為排除

過多之雨水需再桶槽頂部設計溢流口便於排除多於雨水；若溢

流口管徑與高度等未做好或設置不當，容易造成貯水系統本體

及周遭建築物或基地的損壞。 

設計時必須將溢流的雨水透過管件等導入基地排水系統

或其他基地保水措施，包括可將溢流水排放至附近排水溝、陰

井，或可輸送至另一區貯水系統槽體儲存，或可將排水注入學

校生態池等，原則在規劃設計上可依學校基地、教學需求等現

況考量作不同應變設計，並應依學校基地的暴雨逕流排放抑制

管理需求進行排放量之設計規劃。 

以下提供溢流水排放接管方式如下表：  

溢流方式與種類 優點 缺點 

方法：重力排放 

對象：地表 

 

 設計安裝與運作較為
簡單。 

 雨水超過溢流排水管
路可能性低。 

 如未妥善規劃排放位
置，易造成基地損壞
或土壤侵蝕。 

 大型雨水貯集系統大
量排放時，安全性需
考量。 

方法：重力排放 

對象：下水道 

 

 雨水排水系統位於地
表下，故常用於地下
式貯水槽。 

 透過與雨水排水系統
將水快速排除，不會
造成基地淤積。 

 需預防雨水地下水道
的水回流至雨水貯水
槽中。 

 雨水直接透過排水系
統排往他處，對環境
產生負面衝擊。 

方法：重力排放 

對象：基地保水設施 

 

 雨水可現地處理。 

 補充地下水環境效
益。 

 新建住宅可由開發者
進行規劃設計。 

 滲透設施需額外的現
場規劃作業，進行設
計與安裝(增加成
本)。 

 需另設置滲透設施的
溢流機制。 

 僅適用於滲透性高的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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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機械排放 

對象：地表、下水道 

 

 儲水槽設置低於雨水
排水系統或地下較深
的位置(建築物的下
層地下室或車庫
等)，此為處理溢流
之方式。 

 如在停電的情況下，
泵浦失去作用，將造
成系統無法運行。 

 強降雨時，可能需要
大型的泵浦來處理溢
流量。 

資料來源：1.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綠建築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模組

設計手冊」，2021。 

2. 經濟部水利署，「110-111 年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減災

技術與設施輔導推動計畫(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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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見問題與解答篇 

5-1 節 雨水集水/輸水問題與建議 

 Q1: 系統輸水管線前端設計未見規劃相關初期雨水過

濾設施或器材，易造成雜物等堆積。 

A1: 後續定期(一個月至少一次，逢大雨時亦需事後清淤)

注意儲水設備淤積情形。 

 Q2: 雨水輸水幹管連通管，各桶槽連通設計以底部連通，

惟聯通管開孔處接近桶槽底端(與底部排泥孔開口高程接

近)，造成連通管之淤積。 

A2: 後續維護時應注意桶槽淤泥等堵塞是否已影響連

通幹管，且應時常開啟底部排泥手動閥門，將底泥排除。 

 Q3: 雨水集水範圍規劃以收集地形集水方式(包括以山

坡地或建物周邊等)排水溝集水，惟因山坡用地樹葉、動物

糞便等雜物多，或是建物周遭排水溝容易與地板清潔等汙

水排汙相混淆一同收集，造成後續儲水槽等設備汙泥產生

影響水質。 

A3: 山坡地之側溝雨水收集應加設前雨水處理，包括攔

汙、沉砂等，且應每月或每逢大雨後，定時清運；收集建

物周遭之排水雨水，應排除雨水已落至側溝後才蒐集，應

在前端落水管排入前即配管收集，如仍以側溝收集，則應

加強前處理，包括攔汙、沉澱等設備，定時且需減短清運

週期。 

 Q4: 雨水集水對象，除雨水外另收集游泳池等已處理過

之排放用水，納入供水系統中沖廁、澆灌等使用。 

A4: 應加設主要淨水設施，如砂濾桶、除苔、除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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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且應後續注意水質之掌控及相關過濾設備耗材耗料

之更換與反沖洗等作業。 

 Q5: 雨水收集後從輸水至供給端等或進配水塔之入流

孔，因設在離槽體過近，已有造成部分堵塞且輸水不易現

象，且其輸水管線設計採地下埋設(暗管)，堵塞後將無法

清淤或更替管線，可能嚴重影響整套系統之後續運作。 

A5: 建議將儲水槽體旁另改加設收集管為明管方式，取

代既有之暗管設計；另加高入流口位置，且於入流口前端

加設置攔汙網，且須定時清理。 

 Q6: 雨水儲水槽設計為開放式水槽或直接採用水池本

身為儲存設備，此類之設計容易因旁邊有樹林落葉、動物

糞便等，易造成槽體內淤積與水質劣化。 

A6: 加強管理本處之雨水儲水槽內狀態與溢流情形，需

定期的槽體排空除泥，並且可於槽體(水池)上方加設遮蓋

物，減少雜物等進入。 

 Q7: 儲水槽溢流、排泥口等管線，未將與既有之排水設

備(包括設備位於屋頂本身或室內時，其落水管或排水口；

以及設備在地面時其排水溝位置等)相銜接，於大雨來時

滿水位，常會造成該屋頂漫淹情形。 

A7: 加設溢流、排泥等輸水管線，重新配管設置，銜接

至既有排水孔、排水溝等，應可避免溢淹情形。 

 Q8: 雨水收集規劃落水管採多處匯流後以再大管徑重

力輸送。 

A8: 以大管徑輸送應考慮到水垂、壓差等，極可能造成

入流口處之相關設備毀損，應加設緩衝用之管線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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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過度水壓力造成整體輸水管線爆裂破壞，且後續在遭

遇大雨時，應加強管理設備狀態與安全。 

 Q9: 雨水貯收集外另收集鄰近山坡地之邊坡排水(或地

下水)，惟此類水源收集易因特殊地質易含鐵質情況，容易

造成系統鐵件等生鏽。 

A9: 應避免收集含鐵質高之滲、排流水，或改僅收集較

上游端之滲、排流水出口(含鐵質較少區域)，收集採用。 

5-2 節 雨水淨水/貯留問題與建議 

 Q1: 雨水貯水系統其儲水槽裝設位置在地面開闊空間

或屋頂空曠處空間，或採架高式儲水槽體裝設，宜應注意

颱風時節受風面造成儲水槽之穩定性是否足夠。 

A1: 可在多加設角鋼、鋼纜線等方式，增加鉚定或綁定

等位置以增加儲水槽之穩定。 

 Q2: 雨水儲水槽設計為地下型儲水設備，槽體上方未加

以包覆或是溢流口設置過小，則滿水位時如溢流不及將容

易造成槽體旁滲水情況，容易造成基地建築物安全受影響。 

A2: 除應加強注意本處之雨水蓄水狀態與溢流情形，逢

大雨時之桶槽水位之控制，必要時應加設抽水泵浦等，以

加速排水。 

 Q3: 雨水儲水槽設計為地下型儲水設備，雖備有沉砂槽

等相關沉澱設計，但缺少檢視井或維護口檢等供後續抽泥、

排汙等維護設計，將造成後續維護之困難度。 

A3: 敬請再與營造單位、設計單位檢視其後續維護方式，

或可於雨水收集匯流及入口處等，加強其攔汙等設施。底

層抽泥、清運等時程之安排與規劃，應加強定期關注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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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水狀態與底泥淤積情形。 

 Q4: 雨水儲水槽設計為框架型地下儲水設備，但淨水系

統、沉砂設備等設計不足，則將增加其淤積情況且不易抽

泥清淤。 

A4: 未來如何底層排泥，如何定時清運等，應加強管理

本處之雨水貯水狀態與排汙時程；桶槽清淤排泥之週期與

後續維護方式，應再與營造、設計單位檢視其維護方式與

週期，並協調廠商協助單位清淤等後續維護工作。 

 Q5: 雨水儲水槽等設計設有檢視井、觀察口或檢視窗口

等，未加設鎖頭或可直接開啟。 

A5: 因設計為可開供維護、維修或展示方式，惟因多設

在動線上，且應慎防是否會隨意開啟不慎掉落槽內，應加

鎖頭等控制。 

 Q6: 雨水儲水槽底部排汙方式設計錯誤，直接開設於槽

底，且未加設閥門等供關閉排水，將造成雨水收集後直接

排除。 

A6: 可於出流口加設手動閥門等，需清淤時再行手動排

放。 

 Q7: 雨水貯留系統配置地點在基地較低窪處，且位處在

易淹水地區，每逢大雨基地排水來不急，極可能造成系統

設備毀損。 

A7: 將相關之機電等設備、儀器等安排至較高處，如懸

掛在牆壁上或室內不淹水區域，避免大雨季節淹水時相關

之儀器無法操作甚至毀損。 

 Q8: 雨水貯留系統配置地點在建築物上方空間，因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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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其相關管線佈設、分佈容易複雜，亦容易造成某些管

路易堵塞或安排錯置，導致系統無法順利營運。 

A8: 將原管線回字裝設配置管處及相關之閥門設備等，

重新檢點水路流向，刪除不必要之配管線路，並整治排水

通路。 

 Q9: 雨水貯留系統配置地點在建築物上方空間，雨水收

集後匯流入流至儲水槽時，採用簡易前置過濾(如紗網、礫

石槽)等過濾，但未設排汙處理及定期清淤規劃，造成已堆

疊在攔汙等相關過濾系統中。 

A9: 應每月或每逢大雨過後即清掃，並訂定相關清淤、

維護等期程；此外需加設屋頂排汙之設計，包括將溢流口、

排汙口等管線銜接至落排水管。 

 Q10: 雨水淨水系統安裝設置位置在較高無法直接清淤

之位置(如安裝在二樓以上之戶外)，然因淨水系統易堆疊

攔汙物，需定時清淤，因位置過高造成無法自行清淤處理。 

A10: 應與廠商研議清淤方式與週期，並進一步安排與

協調廠商協助單位定期清淤。 

5-3 節 雨水供水問題與建議 

 Q1: 雨水利用供給廁所沖洗、植栽澆灌(如生態農園、花

圃等)，或清潔(如地板洗滌、牆壁刷洗)等使用，但取水口

處、管線等未加註「雨水利用」等字樣告知。 

A1: 取水口處如水龍頭、手動閥門出口等，以及供水佈

線等，應補多加註標示及看板為「雨水利用」，避免未來

混淆不清。 

 Q2: 系統僅利用架高儲水槽以重力方式，輸送雨水至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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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端(主要為澆灌使用)，但其距離如已大於 20M 以上之

距離，其重力壓差將難以輸送至末端供水。 

A2: 可考量加設加壓泵浦以利輸送供水。 

 Q3: 供水配水管線複雜且未加註標示，沖廁系統與自來

水系統二元供水分離現況問題不清楚，無法確認是否真的

滿足已分離。 

A3: 應再與設計、營造單位確認管線分離之實際位置與

整體流程確認，或可使用染劑注入雨水儲水槽，進以確認

以落實自來水使用與雨水沖廁使用分離。 

 Q4: 因雨水儲水槽與供水標的廁所沖水距離較遠，需裝

設機械抽排設備抽排至中繼水槽，再因需輸送到頂樓配水

槽需再加裝一套機械抽排設施，再因需輸送至各樓層沖廁，

配水過程及過濾(機械式過濾)易又會多 1~2 套機械抽排

設備，在整體規劃設計上將相當耗能。 

A4: 主要儲水槽設備與中繼水槽等，於規劃初期即應考

慮位置與距離不應過遠，頂樓配水槽之設計亦應盡量採重

力給水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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