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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綜合治水課題與對策 

一、治理課題探討 

(一)河川水道暢通洪流課題 

第伍章河川特性分析顯示曾文溪在保護標準 100 年重現期

距洪水量下，經演算評估造成洪水溢堤漫淹地區為麻善大橋(斷

面 58)至臺南市大內區二溪堤防(斷面 108)之間河段左右岸沿岸

地區，故顯示該河段通洪能力不足，宜暢通洪流增加通洪能力，

以降低水位為治理課題。 

(二)流域整體土砂課題 

曾文溪流域現況土砂傳輸包含 1、水庫上游集水區土砂

進入水庫庫區造成淤積；2、水庫下游河道坡度變緩造成進入

嘉南平原河段河道淤積；3、曾文溪河口沖刷、海岸侵蝕及沙

丘變遷等整體土砂課題。 

1、水庫上游集水區土砂進入水庫庫區造成淤積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歷年淤積調查統計表如表 6-1，

及歷年淤積測量圖，如圖 6-1、圖 6-2 及圖 6-3，顯示水庫淤

積日益嚴重，曾文水庫於莫拉克颱風後庫容約為原設計庫容

65.55%，莫拉克颱風新增淤積量約為原設計容量 12.16%；南

化水庫於莫拉克颱風後庫容約為原設計庫容 61.21%，莫拉克

颱風新增淤積量約為原設計容量 10.85%；烏山頭水庫於莫拉

克颱風後庫容約為原設計庫容 52.05%，莫拉克颱風新增淤積

量約為原設計容量 0.40%。水庫庫容大幅降低，影響南部區

域水資源用水環境。為維護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用水環境，

刻正進行水庫清淤工程以維持庫容，依據各水庫管理機關相

關規劃調查資料，估計土砂每年進入曾文水庫庫區年平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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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約 560 萬立方公尺以上，南化水庫年平均生產量約 250

萬立方公尺以上，烏山頭水庫年平均生產量約 50.8 萬立方公

尺以上。 

表 6-1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歷年淤積調查統計表 

水庫名稱 
原設計庫容 

(總容量) 

民國 98 年底
庫容佔原設
計容量百分
率 

莫拉克颱風
新增淤積量
佔原設計容
量百分率 

平均每年土砂入庫量佔
原設計容量百分率 

單位 百萬立方公尺 % % % 統計資料年限 

曾文水庫 748.40 65.55 12.16 0.94 民國 62~98 年 

南化水庫 158.05 61.21 10.85 0.58 民國 74~98 年 

烏山頭水庫 154.15 52.05 0.40 0.17 民國 67~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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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 101 年，曾文水庫防洪防淤綱要計畫 

圖 6-1 曾文水庫歷年淤積斷面測量最低點標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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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公司，民國 99 年，南化水庫水力排砂工程計畫 

圖 6-2 南化水庫歷年淤積斷面測量最低點標高圖 

 
資料來源：台灣嘉南農田水利會，民國 102 年，烏山頭水庫灌溉用水放淤規劃 

圖 6-3 烏山頭水庫庫區歷年淤積測量圖 

2、水庫下游河道坡度變緩造成進入嘉南平原河段河道淤積 

曾文溪於臺南市大內區(斷面 100~108)附近河段大致為

河道縱坡降變化點，其上游為山區河道坡度較陡，坡度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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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其下游平原河道坡度趨於平緩，坡度約 1/3,500，隨著

歷年颱洪事件及平時建槽洪水量，加上下游河段河道天然彎

曲線型，歷年測量結果顯示土砂易淤積於麻善大橋(斷面 58)

至二溪堤防(斷面 108)之瓶頸河段，由民國 92 年至 98 年斷面

測量資料顯示約淤積 435 萬立方公尺，其中在國道 3 號橋上

游至二溪堤防河段，河道淤積情況相對嚴重，影響通洪能力。 

3、曾文溪河口沖刷、海岸侵蝕及沙丘變遷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101 年辦理「曾文溪泥沙供應

海岸漂沙源改善之研究」，同時利用數值模擬及水工試驗，針

對曾文溪洪水形成束洪效應，導致河口沖刷及輸砂沉降於外

海深水處，不利於海岸沿岸輸砂運移之現象，進行研究。由

數值模擬結果顯示，曾文溪颱洪期間洪流於河口入海時，受

兩側高灘地影響於河口深槽區(即主河道)形成顯著射流流

場，且射流主軸流向偏向左岸，方向介於南南西至西南向，

此一洪流特性可能為河口左岸海岸侵蝕因素之一。另依外海

波浪條件推估結果，曾文溪河口海域最大漂沙移動水深約為

2.9 公尺；由民國 90 年納莉颱風，如圖 6-4 及民國 98 年莫拉

克颱風，如圖 6-5 之颱洪條件下模擬發現，河川輸砂主要淤

積範圍，分別位於水深-4 公尺～-6 公尺海域及-6 公尺～-7 公

尺海域，均無法供應海岸漂沙回淤岸灘。而此現象，由表 5-11

河道近年沖淤量計算成果曾文溪河口段(斷面 0~21)年沖刷量

約 202 萬立方公尺得到佐證。圖 6-6 為 93 年 10 月至 101 年 1

月期間，河口實際侵淤變化圖；依長期侵淤分析結果顯示，

曾文溪河口近岸水深-4 公尺內為侵蝕趨勢，水深-5 公尺～-9

公尺間則為主要淤積區域。 

綜合上述，颱洪期間由河口輸出之土砂，雖會短暫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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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口鄰近範圍，但一經海洋波力作用後，淤積土砂則又被

帶往外海，對於鄰近海岸幾無顯著的輸砂挹注。另外，河川

流量愈大時，雖然所夾帶的土石相對較多，但因流速也相對

較高，河口射流的強度及影響範圍也相對較大，河川輸砂直

接被洪流帶至輸砂限界水深以外，以致對河口鄰近海岸的輸

砂供給甚低。 

近期(約近 25 年)海岸輸砂及地形變遷，依據本所 102 年

12 月「台南海岸侵蝕原因及防護設施改善對策研究」，與曾

文溪輸砂影響較相關之海岸段為七股海岸及曾文溪海埔地至

曾文溪河口段海岸。 

七股海岸變遷情勢如圖 6-7，顯示從西南航道至曾文海埔

地的侵淤變化分析結果可知，青山港汕呈向陸域的後側位移

的趨勢；網仔港汕則是北段外海侵蝕較為明顯，越往南側侵

淤變化量愈小；至於頂頭額汕部分，則有逐漸南移，以致與

網仔港汕間的潮口侵蝕量相當明顯，而頂頭額汕南段則因離

岸堤的遮蔽，呈現堆積的趨勢。本段海岸每年侵蝕量為 69.2

萬立方公尺，主要侵蝕帶分佈於現在沙洲外緣的潮間帶，為

目前離岸沙洲向陸域遷移之結果。 

曾文溪海埔地至曾文溪河口段海岸變遷情勢如圖 6-8，顯

示從曾文海埔地海岸侵淤分析結果發現，七股海埔地外沙灘

以及近岸範圍侵蝕嚴重，引發七股海埔地的海岸災害潛勢逐

漸增加，而新浮崙汕則向南位移。至於曾文溪的河口，可以

發現於-5 公尺水深以外出現明顯淤積，主要由河川輸砂所供

給。本海岸段每年侵蝕量為 52 萬立方公尺，主要侵蝕帶分佈

於現在曾文海埔地外緣，為目前新浮崙沙洲向陸側及向南遷

移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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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101 年，「曾文溪泥沙供應海岸漂沙源改善之研究」 

圖 6-4 納莉颱風現況之地形變化及水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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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101 年，「曾文溪泥沙供應海岸漂沙源改善之研究」 

圖 6-5 莫拉克颱風現況之地形變化及水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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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101 年，「曾文溪泥沙供應海岸漂沙源改善之研究」 

圖 6-6 曾文溪口 93 年 10 月至 101 年 1 月地形侵淤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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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 102 年，台南海岸侵蝕原因及防護設施改善對策研究。

註：沿岸底圖係套繪農林航測所 2012 年航拍正攝影像。 

圖 6-7 七股海岸岸線變遷圖(1985 至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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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 102 年，台南海岸侵蝕原因及防護設施改善對策研究。 

註：沿岸底圖係套繪農林航測所 2012 年航拍正攝影像。 

圖 6-8 曾文海埔地海岸岸線變遷圖(1983 至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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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下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保護課題 

曾文溪大內區下游兩岸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在面臨氣候異

常所造成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事件發生時，造成洪水溢

淹災害，災害發生時如何確保防洪構造物溢堤而不潰堤、建立

區域防洪系統(第二道防線)及局限洪水溢淹範圍，保護兩岸市

鎮聚落及重要產業，為洪災風險控制之重要課題。 

(四)上游水庫防洪操作與中下游防洪減災課題 

曾文溪流域內建有四座水庫，分別為曾文、南化、烏山頭

及鏡面等四座水庫，而曾文及南化水庫上游集水面積約 589 平

方公里，佔整體流域面積約 50%，水庫調蓄排洩洪水量影響其

下游地區防洪安全，為確保水庫下游河段兩岸防洪安全，各水

庫應持續辦理水庫疏浚工程，發揮水庫蓄洪功能，並配合曾文

溪水情預警報系統建置，發揮水庫防洪功能。 

曾文溪現況河槽情形，河槽出山谷後進入嘉南平原之中下

游河段，即麻善大橋(斷面 58)至二溪堤防(斷面 108)河段，水流

流速減緩，泥沙淤積，尤以曾文溪鐵路橋(斷面 74)至大內橋(斷

面 88)間形成一通洪束縮，河道嚴重淤積，排洪能力欠佳。民

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夾大超大降雨量，曾文及南化水庫排洩洪水

量，超過曾文溪下游河道 100 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而無法負

荷，造成兩岸嚴重之淹水災害，為中下游防洪減災課題。 

(五)曾文溪中下游堤防老舊課題 

曾文溪大內下游河段(斷面 0~108)防洪設施已依曾文溪水

系治理基本計畫大致佈設完成，而下游河段於民國 74~78 年之

間陸續完成左岸河口至安定堤防(斷面 0~49)河段，其中左岸河

口青草崙堤防為民國 28 年興建；右岸河口至總爺堤防(斷面

0~62)河段，興建年代迄今已逾約 28 年，堤防設施老舊，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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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視防洪設施加強及維護。 

(六)生態、環境營造及維護課題 

依據本所民國 94 年「曾文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資料顯示

曾文溪在生態保育上有魚類外來種入侵、原生或特有種魚類的

分布範圍縮減、爬蟲類多線南蜥外來種入侵、保育鳥類黑鳶數

量減少及黑面琵鷺保育等課題。 

曾文溪河系情勢調查資料已逾 8 年，建議進行下一階段曾

文溪河系情勢調查，可充分了解曾文溪河系生態物種變化情

形，以獲取生態資料並尋求適宜改善對策。 

曾文溪水患災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臺南市大內區

下游河段堤防及護岸整建以防洪安全為主要考量，欠缺河川與

環境、景觀、生態及人文等因素的融合。 

二、流域經理方針 

曾文溪流域整體治理與經理應推動防災治理、水資源經理及

環境保護等策略，以符合治水、利水及環境等標的階段需求及因

應氣候變異調適，以期促進水土資源永續發展之目標，設定願景

如下： 

治水：防治水土複合災害、降低洪患風險 

利水：穩定區域供水、邁向水資源永續利用 

環境：落實集水區經理、有效保育河川棲地 

行政：建構有效協調與溝通機制、提昇執行成效 

本綱要計畫以民國 120 年為目標年，分近、中、遠程辦理，

以達成整體經營管理願景。各期程計畫之階段性目標說明如下： 

近程目標(民國 106~110 年)：復原與保育莫拉克颱風受損水土

環境及確保防洪排水與供水功能，本階段應著重曾文南化水庫集

水區經理及更新改善，以及曾文溪大內下游河段水患的有效控制

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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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目標(民國 111~115 年)：以近程措施為基礎，規劃評估因

應氣候變異等調適措施，確保流域整體防災復原能力及水資源運

用相互配合調適。 

遠程目標(民國 116~120 年)：檢討近、中程整體治理及經營管

理措施成效，持續評估因應氣候變異調適及土地合理利用等措

施，以期符合國土保育理念，確保流域整體防災、水資源永續利

用及穩定供水，以達與水共存目標。 

三、河川治理基本方針 

河川治理基本方針依河道縱坡降變化，以臺南市大內區二溪

堤防(斷面 108)為分界，分為上下游河段，其治理基本方針分述如

下： 

(一)二溪堤防(斷面 108)上游河段 

二溪堤防(斷面 108)上游河段至曾文水庫溢洪道出口位處

山區地形，河川治理基本方針為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

線共線限制土地使用。 

(二)二溪堤防(斷面 108)下游河段 

二溪堤防(斷面 108)下游至河口河段位處平原地形，在曾文

溪河川100年保護標準原則下，治理基本方針除依民國83年「曾

文溪水系治理基本計畫」既有堤防設施束洪外，以疏浚或河道

整理等導洪措施，增加河道通洪能力。 

四、多元性治水措施需要性探討 

曾文溪流域整體防洪措施，在中央管河川 100 年重現期距洪

水量保護標準治理原則下，上游滯(蓄)洪：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

三座水庫滯(蓄)洪；中游導洪：於瓶頸河段(斷面 58~108)進行河道

疏浚導洪；中下游束洪及導洪：於大內區下游(斷面 0~108)河段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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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禦洪並配合疏浚導洪，並加強與維護防洪設施。因應氣候變異

調適措施，建立區域防洪系統以防範在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

量及局限淹水範圍。 

上游蓄(滯)洪措施：應持續辦理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

區保育治理及庫區清淤二項措施並行，俾利達成維持水庫既有庫

容及減洪功效。第一在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措施，現階段建議依

據「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之相關

水庫保育治理執行計畫，其所擬訂曾文溪集水區經營措施，針對

水庫上游集水區以災害治理、水土保持監測與管理、山坡地環境

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育略，兼顧治理與管理、加強生態保育與

環境景觀維護等理念，達成避(減)災、保土蓄水、土地合理利用目

標。其二庫區清淤措施，應持續辦理水庫清淤及水力排砂等可能

維持庫容所需排砂方式，維持水庫滯(蓄)洪空間，達到滯(蓄)洪

水，降低下游洪水量及洪水溢淹風險。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

進行滯(蓄)洪，水庫管理機關應依照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

辦理，並建議水庫管理機關尋求協同配合下游防洪措施。必要時

依程序修正水庫操作方式，使最大洩洪量及發生洪流尖峰時間錯

開，俾達安全洩洪之功效。 

中游導洪措施：為提升曾文溪流域整體區域防洪能力，應積

持續辦理瓶頸河段(麻善大橋至二溪堤防)疏浚或河道整理措施，並

於支流及排水匯入處，配合辦理相關銜接工事。 

中下游束洪措施：曾文溪大內下游河段(斷面 0~108)防洪設施

已依曾文溪水系治理基本計畫大致佈設完成，而下游河段於民國

74~78 年之間陸續完成左岸河口至安定堤防(斷面 0~49)河段，其

中左岸河口青草崙堤防為民國 28 年興建；右岸河口至總爺堤防(斷

面 0~62)河段，興建年代迄今已逾約 28 年，堤防設施老舊，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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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視防洪設施加強及維護。 

因應氣候變異調適措施：因應氣候變異所造成極端洪水(超過

100 年保護標準洪水量)，建議擇適當區域配合既有道路系統做為

區域防洪系統，除既有堤防做為第一道防線，並研擬第二道防線，

達到區域洪災損失及洪氾風險控制，其中以(一)曾文溪蘇厝堤防、

善化堤防及溪尾排水堤防與所圍區域(台南大湖防洪範圍)、(二)南

178 線、國道 3 號路堤及山上堤防所圍區域及(三)南 181 線及大內

堤防所圍區域。本方案建議列為未來治理願景，利用曾文溪堤防

及路堤做為區域防洪系統，所圍區域構築兩道保險措施，除可防

範曾文溪 100 年保護標準洪水外，亦具有防範因氣候變異所產生

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溢淹，減輕下游堤防潰堤壓力，達到

整體區域防洪目標。 

五、治理課題可能對策探討 

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品質提昇，民眾對於堤防及排水設施在

安全防災、環境綠美化、生態保育、休閒遊憩等方面之需求不斷

提昇，因既有設施設計基準達不到目前之需求，在考慮用地取得

及舊有設施不易全面更新之情形下，欲提高洪水保護基準，須採

綜合治水措施。 

綜合治水觀念在於降低河川排水路負擔，使河川排水路得以

在既有基礎上承受更大規模之洪水事件；即經由蓄洪、減洪、導

洪、束洪與分洪而達到整體區域防洪減災功能，並兼顧環境美化

及生態保育，增加水資源利用多樣性，維持自然資源永續利用之

目標。相關之綜合治水對策包括河川疏浚導洪、堤防護岸整建束

洪、水庫蓄洪、排水路整治、截水溝分洪、低地排水處理（抵禦

外水、機械抽 排等）、集水區水土保持、滯洪池、雨水貯留、增

加入滲措施、入滲調節池、入滲溝、透水性鋪面等工程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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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綠地保全、土地利用規劃管理、洪氾區管制、防災教育宣導、

洪水預警、洪災保險等非工程方法，藉由研訂集水區最佳之防洪

減災方案，以減輕水患。集水區綜合治水策略架構如圖 6-9 所示。 

 

圖 6-9 綜合治水對策架構 

(一)工程方法 

1、水庫上游集水區保育及治理 

曾文溪水系暨有主流曾文溪曾文水庫、支流後堀溪南化

水庫、支流菜寮溪鏡面水庫及支流官田溪烏山頭水庫等四座

水庫。水庫上游集水區目前依「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

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刻正進行全面性的現地調查，包含

野溪及蝕溝、崩塌及地滑、道路水土保持、土石流潛勢溪流、

重要聚落及防砂壩等調查及治理工程，評估集水區潛在土砂

生產來源與生產量，並依據河道土砂運移能力及既有治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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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功能，評估集水區整體土砂生產在時間及空間之變化，以

及水庫集水區範圍內河道、水庫庫區於未來之沖淤趨勢，並

應進行水庫清淤工程，增加水庫庫容量，達到上游集水區保

育，水庫調蓄洪水量，以減緩水庫下游河道負擔。 

2、水庫滯(蓄)洪 

曾文溪流域於民國 98 年 8 月 8 日遭遇莫拉克颱風事件，

為歷史上有雨量紀錄以來最大降雨事件，期間曾文、南化、

烏山頭等三座水庫提供滯(蓄)洪之消減洪峰防洪貢獻。曾文水

庫實測入庫尖峰流量為 11,729 立方公尺/秒，出庫尖峰流量為

8,367 立方公尺/秒，洪峰消減約 28.7%；南化水庫實測入庫尖

峰流量為 3,030 立方公尺/秒，出庫尖峰流量為 2,710 立方公

尺/秒，洪峰消減約 10.6%；烏山頭水庫 88 年 8 月 7 日 13:00

起算水位為 54.5 公尺(壩頂自由溢流高程 58 公尺)，實測入庫

尖峰流量為 818.8 立方公尺/秒，出庫尖峰流量為 159.6 立方

公尺/秒，洪峰消減約 80.5%。 

曾文、南化、烏山頭等三座水庫提供滯(蓄)洪之消減洪峰

率分別為 28.7%、10.6%及 80.5%，降低曾文溪下游河段洪峰

流量負擔。故必須持續辦理水庫清淤工事，除可延長水庫壽

命，亦可降低下游洪氾風險。 

3、流域整體土砂對策 

曾文溪流域土砂對策(1)包含水庫上游集水區土砂進入水

庫庫區造成水庫淤積；(2)水庫下游河道坡度變緩造成進入嘉

南平原河段河道淤積；(3)曾文溪河口海岸侵蝕及沙丘變遷等

整體土砂對策。 

(1)水庫上游集水區土砂進入水庫庫區造成水庫淤積對策 

水庫為維持庫容應進行水力排砂、人工清淤及放淤，其



6-17 

 

中水力排砂部分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02年 12月

辦理「維持曾文水庫有效庫容之整體規劃」評估排砂量約為

227 萬立方公尺及 102 年 7 月辦理「南化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計畫-基本設計檢討及施工監造」評估排砂量約為 72 萬立方

公尺，故合計排砂量約 299 萬立方公尺。短期間恐無法以水

力輸送方式直接到海，研判於土砂可能淤積於支流後堀溪匯

流處及曾文溪水庫下游河道坡度變緩進入嘉南平原等河段。 

(2)水庫下游河道坡度變緩造成進入嘉南平原河段河道淤積 

河道淤積影響通洪能力，除麻善大橋(斷面 58)至二溪堤

防(斷面 108)之瓶頸河段，歷年所淤積的土砂應採疏浚及河道

整理對策之外，亦須持續監測及評估水庫水力排砂、人工清

淤放淤之土砂對河道沖淤及變遷影響。大量土砂辦理疏浚及

河道整理作業對周遭環境勢必產生衝擊，建議尋找適當堆置

地點或土方外運去處及減緩疏浚對環境影響衝擊，初步評估

可利用河道兩側未登錄地或公有地，作為土方堆置地點，如

斷面 62～斷 71 寮廍堤防及西莊堤防右岸、斷面 48~50 左岸

及斷面 85~88 左岸山上排水匯流處等地點，配合防汛道路及

快速道路系統運輸，以減少對周遭環境產生衝擊。 

(3)曾文溪河口海岸侵蝕及沙丘變遷等整體土砂對策 

曾文溪河口海岸侵蝕及沙丘變遷，依據本所 102 年 12 月

「台南海岸侵蝕原因及防護設施改善對策研究」評估目前海

岸整體呈現侵蝕趨勢，估計近十年來計畫區(八掌溪口至曾文

溪口)海岸總計侵蝕流失約 1,468 萬立方公尺，近岸整體輸砂

平均每年約短缺 172 萬方左右。然而，評估由八掌溪、急水

溪及曾文溪河口輸出之量體雖多，但因供給區位、波流營力

及河川束洪效應等因素之影響，故實際可供給計畫區近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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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砂量相當有限。 

綜上，短期土砂處理對策為持續辦理水庫水力排砂、人

工清淤及放淤、河道疏浚與整理及防治岸線退縮與維持岸線

穩定；中長期土砂處理對策為綜合考量整體流域土砂去化規

劃及經營與管理運用，以去化水庫及上游集水區所產生土

砂、排放之下游河道之土砂及海岸侵蝕與砂丘穩定之土砂供

需平衡，以維防洪安全、海岸防護及南部區域水資源用水環

境。本次規劃研提初步中長期整體流域土砂去化構想，考量

水庫人工清淤效益低，水庫水力排砂及河道自身土砂，建議

於曾文溪中下游淤積之平原河段尋找土方暫置場，地點如斷

面 48 至 74 左岸區域防洪系統土地或斷面 84 至 88 左岸山上

排水出口區域土地，暫時儲存水庫及上游集水區下移及河道

內多餘土砂，利用既有道路交通系統，如國道 3 號直接外運、

快速道路台 84 線或左岸高灘地鋪設砂石便道直接運送至國

姓大橋，往北及往南運送至沿海低窪地及北門海岸柔性養灘

或沿曾文溪堤防道路直接運送至曾文溪口做為曾文溪海埔地

至曾文溪河口段海岸柔性養灘之人工補砂源。 

整體流域土方去化，須有詳細規劃，包含土砂生產、供

需及相關法規配合等，亦須相關中央地方機關配合執行，建

議土地管理權責機關臺南市政府透過已於 101 年 4 月 23 日正

式成立「臺南市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平

台」統籌辦理土方去化實施，而水利署配合提供土砂來源。

中央地方合作去化土方預期效益，除(1)去化土方以填築低窪

地，降低低窪地淹水風險、(2)提供海岸漂沙源，防止海岸侵

蝕、(3)定期疏浚及河道整理，維護防洪安全、(4)維持水庫庫

容，確保南部區域用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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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川水系整體治理 

曾文溪河道治理於民國 83 年完成「曾文溪水系治理規

劃」，由於當時時空背景以發展經濟為施政目標，曾文溪治理

主要以築堤禦洪為保護方式，而現今環境保護，曾文流域整

體治理規劃，除河道治理外，配合以綜合治水及綜合土砂治

理理念，選擇多元性措施，以達到整體災害減緩目標。 

曾文溪防洪工程在臺南市大內區二溪堤防(斷面 108)下

游，治理工程大部分皆已依曾文溪治理基本計畫整建完成，

惟曾文溪斷面 50 下游河段防洪設施已逾時日，應加強監測及

維護檢修。在考慮河道通洪能力及舊有設施不易全面更新之

情形下，本次檢討以河道疏浚導洪及束洪為工程治理原則。 

曾文溪防洪工程在臺南市大內區二溪堤防(斷面 108)上

游河段及其支流包含後堀溪、菜寮溪、官田溪、油車溪、密

枝溪、後旦溪及灣丘溪等，其大部分集水區位於山區，地屬

自然且大部分地區尚無保護對象，原則以管理為主治理為

輔，視現地地形可針對局部河段有保護對象之聚落區域佈設

工程保護，而無人居住區域、淹水損失有限的區域以河川區

域或用地範圍線管制，河道兩岸依地形及現有道路系統，盡

可能留設貯蓄空間蓄存洪水量，維持河川野溪自然形態。 

5、排水系統治理 

曾文溪計畫洪水位訂定可能影響曾文溪沿岸排水系統所

採用起算水位，蒐集各排水系統採用起算水位成果如表 6-2，

顯示除渡子頭及番子田排水系統參考曾文溪外水位起算外，

其採用值皆比曾文溪計畫洪水位高，故其排水系統設計較為

保守，其餘七條排水系統因出口設計為閘門型式，起算水位

以閘門內渠道最高積水位及正常水深起算，故與曾文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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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較無關。 

曾文溪流域內排水系統，應配合曾文溪治理。洪水期間，

排水系統之內水需俟曾文溪洪峰過後，方能重力排除。洪水

期間內水去處，應考量區域內廣設滯(蓄)洪池設施或放寬排水

渠道方式，達到暫時蓄留內水。曾文溪流域內相關排水系統

應配合治理原則如下： 

(1)內江、大內及石子瀨等排水系統 

以排水路整治、滯(蓄)洪池減洪、截流溝分洪等工程

措施。配合曾文溪治理在各排水出口設置閘門防止曾文溪

外水倒灌，並在低漥之排水出口設置抽水站輔助抽排及滯

(蓄)洪池蓄洪，以減輕淹水及縮短淹水時間。 

(2)山上排水系統 

以設置出口閘門、護岸加高、滯(蓄)洪池、道路墊高

及排水路整治等工程措施。配合曾文溪治理應以南 178 線

與國道 3 號道路所圍區域範圍為滯(蓄)洪池區域，建議墊

高南 178 線為配合措施，可達到暫時蓄留內水降低排水路

水位外，亦可局限曾文溪外水溢淹風險控制範圍。 

(3)後營排水系統 

以滯(蓄)洪減洪、抽水站輔助抽排、排水路整建及跨

渠構造物改建等工程措施。現況排水出口現況已設置閘

門，內水排除需俟外水退水後排出。 

(4)渡仔頭排水系統 

以配合曾文溪治理興建背水堤，堤後內水除規劃於渡

頭里內設置抽水量 4.2 立方公尺/秒移動式抽水機外，其餘

渠段則於堤後設置排水系統以收集雨水逕流，俟曾文溪退

水後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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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番子田排水系統 

以配合曾文溪治理於曾文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外設置閘

門及閘門上游進行排水路堤岸整建；堤後內水則設置堤後

排水系統收集，俟曾文溪退水後排出。另於隆本里復興宮

下游較低窪之住家旁配置 0.5 立方公尺/秒移動式抽水機輔

助抽排。 

(6)溪尾排水系統 

排水出口因應曾文溪外水迴水影響，以蘇厝堤防封堤

達到阻絕外水倒灌，設計時並應考量封堤後內水排出效

率，以決定堤防應留設閘門大小寬度；封堤後，本區域配

合安定排水整治，做為安定排水滯(蓄)洪池區域。另溪尾

排水系統通水斷面不足之問題，採中、上游部分利用滯洪、

分洪、拓寬整建排水路等工程設施，以各排水單元治理控

制排入溪尾排水洪峰量。 

溪尾排水系統堤防整建應配合曾文溪治理以蘇厝舊堤

沿溪尾排水堤防，堤防規模建議比照曾文溪主流堤防，作

為曾文溪第二道防線。曾文溪堤防及第二道防線間所圍區

域土地為淹水潛勢高地區，作為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

事件之洪水調節滯(蓄)洪區域。建請土地管理權責機關臺

南市政府配合以土地管理手段，維持現況農業使用並限制

本區域開發。此項措施除可直接保護第二道防線外善化

區、安定區及南部科學園區之防洪安全，使洪災局限於本

區域，亦可減緩上游大內區及山上區之曾文溪河段洪水

位，減緩大內區及山上區淹水風險，並減緩內水淹水時間

及範圍；而對下游西港區、七股區及安南區之河段洪水量

具有減緩效果，且下游河段堤防興建已逾時日，設施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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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對堤防承受洪水壓力減輕，亦有顯著效益，達到流

域整體治理防洪目標。 

(7)安定排水系統 

以安定排水之排水路疏浚或拓寬整治以達到導洪及疏

洪之效果，中游設置一截流改道之 10 公尺寬分洪渠道，將

集水區中上游水流改道分洪，並於曾文溪與溪尾排水二道

防線間所圍土地之河川公地設立一處滯(蓄)洪池，蓄留截

流渠道之水流於其內。另下游排水道本身之降雨所形成的

水流，則於排水出口右岸設置抽水站，方能有效加以排除。 

6、因應氣候變遷調適措施 

曾文溪治理除依曾文溪治理基本計畫完成堤防整建外，

亦需考量氣候變遷可能造成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之防

範機制，方能達成流域整體防洪目標。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措施建議(1)防洪構造物溢堤而不潰

堤：加強曾文溪主流防洪構造物設施功能達到溢堤而不潰

堤；(2)區域防洪系統整建：曾文溪瓶頸河段麻善大橋(斷面

58)至臺南市大內區二溪堤防(斷面 108)河段，因應氣候變遷

極端降雨所造成洪水，建議擇淹水潛勢高之適當地區配合既

有道路系統做為區域防洪系統(第二道防線)，達到降低洪災損

失及洪氾風險控制，其中以(A)曾文溪蘇厝堤防、善化堤防及

溪尾排水堤防與所圍區域、(B)南 178 線、國道 3 號路堤及山

上堤防所圍區域及(C)南 181 線及大內堤防所圍區域。利用現

況堤防及路堤做為區域防洪系統，所圍區域構築兩道保險措

施，除可防範曾文溪 100 年保護標準洪水外，亦具有防範因

氣候變異所產生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溢淹，減輕下游

堤防潰堤壓力，達到整體區域防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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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曾文溪下游河段排水系統起算水位與曾文溪計畫洪水位成果表 

排水系統 斷面 
10 年重現期距 出口 

型式 
參考引用報告 備註 

採用起算水位 計畫案洪水位 

內江排水 90 17.19 15.49 閘門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域排水-

內江、大內及石子瀨等排水系統治理規劃報告 

起算水位採用閘

門內渠道最高積

水位起算 

大內排水 87 15.87 14.88 閘門 

石子瀨排水 82 14.73 14.12 閘門 

山上排水 84 6.88 14.48 閘門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域排水

─山上排水治理規劃報告 
以正常水深起算 

渡仔頭排水 75 14.14 12.65 背水堤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域排水

─番子田排水系統及渡子頭溪排水系統規劃報

告 

  

番子田排水 68 12.61 11.39 閘門   

溪尾排水 50 1.95 8.47 閘門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域排水

─溪尾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蘇厝堤防封堤，

出口增設閘門，

以正常水深起算 

後營排水 47 4.48 7.94 閘門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域排水

─後營排水治理規劃報告 
以正常水深起算 

安定排水 46 6.8 7.87 閘門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縣(市)管區域排水

─安定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報告 
以正常水深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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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工程方法 

1、 適當的土地利用政策 

曾文溪河道兩岸可做為第二道防線系統，如圖 6-10，以

善化安定 SA4、大內 SA3、山上 SA2 及其他計畫洪水到達區

域之土地，為提高土地所有權人因防洪需求而願意配合的意

願，權責機關應配合研擬適當的土地利用政策。 

本次彙整水利法與土地管理相關法規評估土地利用管理

政策如下： 

(1)劃設洪氾區 

水利法．第 65 條 

主管機關為減輕洪水災害，得就水道洪水泛濫所及

之土地，分區限制其使用。 

前項土地限制使用之範圍及分區辦法，應由主管機

關就洪水紀錄及預測之結果，分別劃訂，報請上級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後行之。 

(2)變更水道範圍 

A.水利法．第 9 條 

變更水道或開鑿運河，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B.水利法實行細則．第 10 條 

本法第九條所稱變更水道，指對河川區域、水道治

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與排水設施範圍之變更及對水道

縱斷面或橫斷面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規模以上

範圍之改變。 

(3)劃設為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一、特定農業區：優良農地或曾經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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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經會同農業主管機關認定必須加以

特別保護而劃定者。 

二、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4)發展權移轉 

發展權移轉之基本觀念，即視發展土地之權利為一種

可發展分割出來之權利，猶如採礦權可與地面權分開而單

獨出售或支配一樣。 

善化安定 SA4、大內 SA3、山上 SA2 及其他計畫洪水

到達區域之土地，設定淹水高程以下之立體空間區域，藉

由發展權之分割權利，提高土地所有權人主動提供土地供

政府使用之意願。目前此措施尚需法令修改配合。 

(5)受益費 

研擬善化安定 SA4、大內 SA3、山上 SA2 及其他計畫

洪水到達區域之土地。所保護之鄉鎮區地區，受益者付費，

建議可研究隨房屋稅附加方式進行。目前此措施尚需法令

修改配合。 

土地利用政策依目前法令規定，以(1)劃設洪氾區、(2)變

更水道範圍及(3)劃設為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可依法辦

理土地使用限制或徵收土地，但除徵收土地外，政府因財政

因素無法徵收，僅限制使用而無相關法令配套補償、承租或

淹水救助等方式，造成土地所有權人配合意願低落且易生民

怨，影響人民對政府施政觀感。 

2、 警戒、水防體制 

水災避災規劃包含避災規劃、警報發佈、疏散避難演練

及防災社區推動等部分。 

(1)汛期前針對易淹水地區進行完整避災規劃，包含防災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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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防災通道、防災據點、防災設施等。曾文溪沿河兩岸包

含臺南市玉井區、山上區、大內區、官田區、麻豆區、善化

區、安定區等區，透過水災防災疏散避難圖，與當地居民溝

通，辦理宣導說明會，並進行相關防災觀念之宣導。 

(2)第六河川局已於主流、支流玉峰橋、二溪橋、新中(曾文溪

橋)、麻善大橋、及支流玉井橋、北寮橋、平和橋設置水位

站，訂定警戒水位，於汛期提供即時預警水情及曾文溪流域

防洪預警系統軟硬體亦已建置完成結合水庫洩洪(出、入流)

雨量逕流量及沿岸警報站發送警戒資訊。水災危險潛勢區域

疏散避難作業整體程序分成兩階段-紅色警報與黃色警報，

可使淹水潛勢區居民容易瞭解，並提高警覺。黃色警報定義

為當中央氣象局預測累積雨量大於警戒雨量或實際河川或

潮位水位高於二級警戒水位，臺南市政府研判當地氣象狀況

針對低窪地區進行疏散勸告。紅色警報定義為當中央氣象局

實際觀測累積雨量大於警戒雨量或實際河川或潮位水位高

於一級警戒水位，臺南市政府研判當地氣象狀況針對低窪地

區進行強制疏散。 

(3)防災疏散避難主要重點在於災害發生時之危機處理與應變

搶救，透過防災演練的進行，讓保全住戶瞭解疏散方向、路

線與安全避難處所，以及地區災害防救單位瞭解災害應變決

策與提昇搶救災之效能。每年於汛期前，臺南市政府應針對

易淹水地區進行演練。 

(4)建議臺南市政府委託專業團隊的方式針對易淹水地區的社

區推動防災社區，如大內區、山上區、官田區、善化區、西

港區、安定區及安南區等沿河易淹水鄉鎮市區，於各社區內

建立一套機制，讓減災成為地方重要且持續進行的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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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易淹水地區的抗災能力。 

3、 教育宣導 

水災防災教育與宣導分為專業人員訓練(包含災情通報

訓練、專業智能提升)與民眾教育宣導(包含推動學校水災防災

教育、委託媒體宣導、加強防汛期宣導、平時河川環境教育

宣導)，建議應長期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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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曾文溪瓶頸河段研擬第二道防線系統位置示意圖

南科 

善化安定SA4 

1188 ha 

山上SA2 

170 ha 

二溪SA140 ha 

大內SA3 

130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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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治水方案擬定 

曾文溪於臺南市大內區與山上區下游河段洪水溢淹，以研擬

降低洪水位，防範洪氾溢淹為目標，故研擬現況方案、疏浚方案、

第二道防線方案等三方案，各方案研擬及配置分述如下： 

(一)方案研擬 

1.現況方案：……..……………………………………..(零方案) 

以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99 年「曾文溪大斷面及

地形測量計畫」之測量資料，配合現況洪水量，進行水理分

析。 

2.疏浚方案：…………………………………………….(方案一) 

以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99 年測量資料「曾文溪

大斷面及地形測量計畫」之測量資料，進行疏浚措施，本次

研擬疏浚方案以疏浚瓶頸河段麻善大橋(斷面 58)至二溪堤防

(斷面 108)河段，疏浚方案原則為以複式開挖，並配合主深槽

流路，以疏浚凸岸保護凹岸為原則，如遇深水槽鄰近堤防處

應注意培厚堤前基腳，以防範洪水直衝效應造成堤防損壞。 

3.第二道防線方案：…………………………………….(方案二) 

以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99 年「曾文溪大斷面及

地形測量計畫」之測量資料，配合現況洪水量，進行水理分

析。 

本次規劃檢討以曾文溪瓶頸河段麻善大橋(斷面 58)至二

溪堤防(斷面 108)河段，除曾文溪堤防作為第一道防線，另尋

找可作為第二道防線系統區域，以第一道防線及第二道防線

之間區域作為滯(蓄)洪池調節洪水，以第一道防線曾文溪堤防

向陸側排水堤防、道路或山崁為第二道防線，初步可能地點

評估有二溪 SA1、山上 SA2、大內 SA3 及善化安定 SA4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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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之位址，如圖 6-10，滯(蓄)洪池設定以滯(蓄)洪池所處河

段之上下游各設置側流堰，區域內以現況地形為設定條件，

各滯(蓄)洪池側流堰基本設置條件如表 6-3。 

表 6-3 各滯(蓄)洪池側流堰設置條件彙整表 

名  稱 
側流堰 
樁 號 

位 置 
側 流 堰 

備  註 
長 度 寬 度 高 程 

二溪 SA1 
99.5 上游 250 20 16  

98.5 下游 250 20 15 蘆芝坑溝排水出口 

山上 SA2 
88.5 上游 250 20 14  

84.5 下游 250 20 14 山上排水出口 

大內 SA3 
87.5 上游 250 20 14  

81.5 下游 250 20 14  

善化安定 SA4 
73.5 上游 800 20 13  

48.5 下游 450 20 8 蘇厝堤防缺口 

(二)降低洪水位評估比較 

現況方案(零方案)、疏浚方案(方案一)及第二道防線方案

(方案二)進行一維變量流水理分析，縱斷面水面剖面線比較圖

詳如圖 6-11 至圖 6-12 所示，降低洪水位評估比較如表 6-4。 

斷面 58~108河段顯示疏浚方案(方案一)降低洪水位最大值

為 2.05 公尺，平均值為 0.75 公尺；而第二道防線方案(方案二) 

降低洪水位最大值為 1.09 公尺，平均值為 0.48 公尺，故斷面

58~108 河段降低洪水位效果以疏浚方案(方案一)優於第二道防

線方案(方案二)。 

為顯示各方案降低洪水位最佳效果之局部河段，疏浚方案

(方案一)河段中以斷面 86~100 為降低洪水位最佳河段，降低洪

水位最大值為 2.05 公尺，平均值為 1.65 公尺；而第二道防線方

案(方案二)河段中以滯(蓄)洪池所分佈之河段，以斷面 58~80 河

段為降低洪水位最佳河段，降低洪水位最大值為 1.09 公尺，平

均值為 0.67 公尺，故各方案降低洪水位最佳效果之局部河段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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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疏浚方案(方案一)優於第二道防線方案(方案二)。 

1.疏浚方案(方案一)： 

疏浚與現況案水位比較，最大降低洪水位 2.05 公尺，平

均降低洪水位 0.75 公尺；局部河段(斷面 86~100)，最大降低

洪水位 2.05 公尺，平均降低洪水位 1.65 公尺。 

2.第二道防線方案(方案二)： 

二溪 SA1、山上 SA2 及大內 SA3 滯(蓄)洪池，對降低洪

水位效果有限且僅限於滯(蓄)洪池所處之局部河段，建議做為

降低區域排水水位及流量之排水滯(蓄)洪池區，並搭配利用現

況地形、堤防設施及道路系統做為防範外水淹水擴大之第二

道防線，降低區域淹水風險。 

降低洪水位與現況案比較如下： 

(1)二溪滯(蓄)洪池 SA1：最大降低洪水位 0.01 公尺，平均降

低洪水位 0.01 公尺；局部河段(斷面

98~99)，最大降低洪水位 0.01 公尺，

平均降低洪水位 0.01 公尺。 

(2)山上滯(蓄)洪池 SA2：最大降低洪水位 0.75 公尺，平均降

低洪水位 0.08 公尺；滯(蓄)洪池影響

效 果 較 佳 之 局 部 河 段 ( 斷 面

86~100)，最大降低洪水位 0.75 公

尺，平均降低洪水位 0.31 公尺。 

(3)大內滯(蓄)洪池 SA3：最大降低洪水位 0.94 公尺，平均降

低洪水位 0.12 公尺；滯(蓄)洪池影響

效 果 較 佳 之 局 部 河 段 ( 斷 面

86~100)，最大降低洪水位 0.94 公

尺，平均降低洪水位 0.4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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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善化安定滯(蓄)洪池：最大降低洪水位 1.09 公尺，平均降

低洪水位 0.48 公尺；滯(蓄)洪池影響

效 果 較 佳 之 局 部 河 段 ( 斷 面

86~100)，最大降低洪水位 1.09 公

尺，平均降低洪水位 0.67 公尺。 

第二道防線方案所選定四個滯(蓄)洪池，以善化安定 SA4

滯(蓄)洪池方案降低洪水位效果較佳，因此以善化安定滯(蓄)

洪池 SA4 作為第二道防線方案代表方案。 

表 6-4 各方案與現況案降低洪水位評估比較表 

單位：公尺 

方案 
斷面 58~108 河段 局部河段 

備註 

最大值 平均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案一 2.05 0.75 2.05 1.65 
疏 浚 方 案 局 部 河 段 為 斷 面

86~100 

方案二 1.09 0.48 1.09 0.67 
第二道防線方案局部河段為斷面

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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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曾文溪各方案(斷面 0~64)縱斷面水面剖面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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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曾文溪各方案(斷面 65~112)縱斷面水面剖面線比較圖 



 



 6-35 

(三)方案比較 

方案比較採評估指標及優缺點比較二種方法進行方案比

較，以疏浚案(方案一)及第二道防線案(方案二)進行綜合比較。 

1、 評估指標法 

以「防洪風險」、「用地取得」、「工程費」、「社會接受度」、

及「維護管理」等因素評估指標進行綜合評估比較。本次將以

相對重要比值法決定，最後再以序位法進行評等，並選擇最適

合之可行方案。各項評估指標原則說明如下： 

(1)相對重要性比值法 

相對重要性比值法係由選定影響參數中，分別選取兩參

數進行比較，兩參數中對方案選定影響程度較大者分配為 1，

而較小者分配為 0，若兩者影響方案選定之程度幾近相等或

難以比較時，則分配值各為 0.5。 

(2)影響參數權重決定 

影響參數權重擬定首先需評估各影響參數間對方案決定

之影響程度。本計畫以「防洪風險」列為各參數中最重要因

素，「用地取得」及「工程費」重要性次之，「社會接受度」

影響後續工程施作時程及對政府部門觀感，「維護管理」可藉

由操作正確性及加強非汛期之維護降低風險。茲依據前述影

響參數重要性，以相對重要性比值法演算各影響因素之權

重，如表 6-5。 

表 6-5 相對重要性比值法演算表 

項目 防洪風險 用地取得 工程費 社會接受度 維護管理 小計 權重(%) 

防洪風險 - 1 1 1 1 4 40 

用地取得 0 - 1 0.5 1 2.5 25 

工程費 0 0 - 0.5 0.5 1 10 

社會接受度 0 0.5 0.5 - 0.5 1.5 15 

維護管理 0 0 0.5 0.5 - 1 10 

合計 0 1.5 3 2.5 3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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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比較及擇定 

A. 防洪風險 

防洪風險參數判定以降低曾文溪洪水位為依據，以疏

浚方案為佳，第二道防線方案為次佳。 

B. 用地取得 

用地取得參數判定以已徵收及未來方案實施預定徵收

用地取得為依據。疏浚方案由於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例已針對瓶頸河段大部份土地已徵收，而第二道防線方

案善化安定滯(蓄)洪池區域土地面積約 1,188 公頃，大部分

土地為私有地，涉及土地徵收、管制、承租及淹水救濟等

將來土地管理配合問題。方案比較以疏浚方案為佳，第二

道防線方案為次佳。 

C. 工程費 

工程費參數判定以計畫方案實施所辦理及配合工程為

依據，所需工程經費最少的計畫方案為優。疏浚方案有土

方收益，但因疏浚河段土方品質較差及棄土外運路程較遠

等問題；而第二道防線方案除需辦理滯(蓄)洪區入口堰及

出口堰工程外，尚需配合將溪尾排水左堤加高工程，工程

費以疏浚方案較第二道防線方案少。方案比較以疏浚方案

為佳，第二道防線方案為次佳。 

D. 社會接受度 

社會接受度參數判定以改善工法或施工期間應盡量避

免擾民，社會接收度影響後續工程執行進度及人民對政府

觀感。疏浚方案工程施作期間土方運送，車輛易造成交通

阻塞，降低人民接受度；而第二道防線方案涉及滯(蓄)洪

區土地徵收或管制等法令及政策方向，以徵收方式社會接

受度高，土地管制方式涉及是否淹水救助或補償等法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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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則社會接受度低。方案比較以疏浚方案為佳，第二道

防線方案為次佳。 

E. 維護管理 

維護管理參數判定以方案實施後，需再辦理及維護管

理為依據。疏浚方案實施後，一定期間內河床回淤，需檢

視淤積狀況，視淤積再辦理疏浚；第二道防線方案在溢淹

善化安定滯(蓄)洪區後，仍將辦理砂石清理業務，但清理

範圍較疏浚方案集中。方案比較以疏浚方案及第二道防線

方案同列為佳。 

茲整理前述序位法評比成果如表 6-6。本計畫評比結果以總

序分最高為最佳方案，評比結果疏浚方案總序分為 2.0，第二道

防線方案總序分為 1.1，故評估指標法以疏浚方案為最佳方案。 

2、 優缺點比較法 

將各方案之優缺點條列綜合比較，如表 6-7 所示。綜合評

估比較，土地取得與管理為方案是否為現階段可行的關鍵，曾

文溪河道內土地已徵收取得，而第二道防線案內土地涉及土地

取得及土地管理法規配合，目前土地取得與管理仍有疑慮，故

現階段以疏浚方案為主要治理措施。 

第二道防線方案區域內土地，在蘇厝堤防及溪尾排水出口

未設置前洪氾淹水潛勢高，本區域可當作因應氣候變異所造成

極端降雨，局限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之調節區，確保區域

外聚落安全。未來治理的願景，近程請土地管理機關臺南市政

府將本區域洪氾淹水潛勢高土地，參酌本次規劃檢討結果繼續

辦理土地管理，以維持低度利用之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

中長程則配合台南大湖水資源規劃朝向水資源開發利用、區域

排水治理、農業回歸水再生利用、曾文溪洪峰調節、生態景觀

環境營造等多功能調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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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擇定 

經評估指標及優缺點比較二種方法，評估指標法以疏浚方

案總序分為 2.0 為最佳方案；優缺點比較法，土地取得與管理

為方案是否可行的關鍵，仍以疏浚方案之曾文溪河道內土地已

徵收取得，可立即辦理實施，故建議以疏浚方案(方案一)為本

次檢討主要措施。 

表 6-6 方案擇定序位評分表 

工程方案 

評比項目 
疏浚方案(方案一) 第二道防線方案(方案二) 

工程內容說明 疏浚瓶頸河段(斷面 58~108) 

1.善化安定滯(蓄)洪池做為調節曾文
溪流量及水位調節池 

2.溪尾排水左堤防做為第二道防線 

防洪風險(40%) 2 1 

用地取得(25%) 2 1 

工程費(10%) 2 1 

社會接受度(15%) 2 1 

維護管理(10%) 2 2 

總序分 2.0 1.10 

序位 1 2 

採用方案   

評分說明：方案「佳」者評分數為：2；方案「尚佳」者評分數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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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方案優缺點比較表 

優缺點 

工程方案 說明 優點 缺點 

疏浚方案 

(方案一) 

本次以疏浚善大橋(斷面
58)至二溪堤防(斷面 108)

河段作為方案比較 

1. 降低洪水位，可達本溪 100 年保護標
準。 

2. 河道內之土地利用為河川區且土地權
屬為公有土地。 

3. 河道疏浚工程費用低。 

1. 疏浚土方量大，影響交通動線。 

2. 須定期檢視河床變動，辦理疏浚或河

道整理工事。 

第二道防線方案 

(方案二) 

以既有溪尾排水堤防整建
第二道防線，以第一道防
線及第二道防線之間區域

(善化安定滯(蓄)洪池)做為
曾文溪洪峰調節池，調節
洪水量及降低洪水位 

1. 可達曾文溪局部河段(斷面 58~80)降低

洪水位效果。 

2. 因應氣候變異所造成極端降雨，局限

超過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於本區域土

地，確保區域外聚落安全。 

1. 部分河段(斷面 74~108)，仍無法達到

本溪 100 保護標準。 

2. 區域內土地利用為農業區，土地大部

分為私地，僅區域東南側小部份為公

地。 

3. 滯(蓄)洪區範圍涉及土地管理問題(土

地取得採徵收或管制手段) 

4. 滯(蓄)洪區範圍土地取得及工程費用

高。 

5. 蘇厝堤防及溪尾排水出口閘門未設置

前，洪氾淹水潛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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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南大湖防洪功能初步評估 

台南大湖防洪功能初步評估係依據本所民國 101 年委託巨廷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台南大湖水資源規劃檢討」評估內容摘

要整理如下： 

(一)緣起與定位 

曾水溪流域因近年氣候異常，降雨量屢創新高，造成流域

下游地區淹水情況日益頻繁，尤以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挾帶破

紀錄暴雨，更造成曾文溪沿岸嚴重淹水災害。 

台南大湖位於曾文溪流域中下游，面臨超過 100 年重現期

洪水事件，需配合台南大湖滯(蓄)洪功能，本所辦理「台南大

湖水資源規劃檢討」除考量穩定台南地區水資源、備援供水、

水質淨化再生利用及環境景觀營造等多目標功能外，亦俱備滯

(蓄)超過 100 年重現期洪水之防災功能，以達到具防洪、景觀

營造與水資源開發等多功能之效益。 

(二)位置及範圍 

台南大湖範圍位於曾文溪中下流臺南市大內區及山上區出

山谷平原處，區內坡度平緩，坡度介於 1/800～1/1,000 之間，

區內標高介於 6～12 公尺之間，地勢由東北往西南遞減，其面

積約 1,188 公頃；位置及範圍如圖 6-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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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台南大湖區位置及範圍圖 

(三)區域配置 

本計畫區位於曾文溪斷面 74 至 48 之左岸位置，其區內之

高程及體積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民國 99 年實測地形資

料，目前區內平均高程約為 8.5 公尺；台南大湖堤岸設定為湖

區右堤為曾文溪左堤，湖區左堤則以蘇厝舊堤沿溪尾排水右

堤，右堤規模建議參照曾文溪主流堤頂，作為曾文溪第二道防

線。台南大湖之出、入流堰位置如圖 6-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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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台南大湖區位及出、入流堰位置圖 

(四)入出口堰配置方案比較 

本次以民國 99 年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地形測量資料，在不改

變地形條件下，並配合瓶頸河段疏浚，針對台南大湖入、出流

堰設定，擬定下列各方案並配合水理分析進行比較，各方案之

內容如下所示如表 6-8 所示。 

表 6-8 台南大湖入、出流堰堰高比較表 

方案編號 出、入流堰 堰高  (E.L. 公尺) 備註 

方案一 
入流堰 14.82(100 年重現期水位) 瓶頸河段疏浚配合蘇厝堤

防 450 公尺缺口不封堤 出流堰 6.00(現況地盤高程) 

方案二 
入流堰 14.82(100 年重現期水位) 瓶頸河段疏浚蘇厝堤防 450

公尺缺口封堤 出流堰 10.91(100 年重現期水位) 

(五)台南大湖防洪功能及效益 

本次台南大湖入、出流堰之高程方案共分二案，分別以 200

年重現期之洪峰流量(超大洪水事件)為設計流量下，探討曾文

溪主流防洪效益進行方案評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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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 20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台南大湖滯(蓄)洪對曾文溪洪

水位降低成果，影響範圍約為曾文溪河口(斷面 0)至曾文溪二橋

(斷面 78)之間河段，其降低曾文溪洪水位顯示方案一：斷面 0~

斷面 78 河段可降低洪水位約 0.10~0.17 公尺；方案二：斷面 0~

斷面 78 河段可降低洪水位約 0.06~0.14 公尺，洪水位如圖 6-15

及圖 6-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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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台南大湖(方案一)設置前後曾文溪斷面 0~78 河段 200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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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台南大湖(方案二)設置前後曾文溪斷面 0~78 河段 200 年重現期距洪水位分布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