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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景觀營造景觀營造景觀營造景觀營造》》》》 

一一一一、、、、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環境整體營造規劃」(以下簡稱

本計畫)屬於「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之專題報告，為主計畫中

各項工程(取水工程、調整池工程、輸水工程)完成後，區域環境綠美化及

休閒活動空間營造之部分。鳥嘴潭人工湖以烏溪流經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

段之南側土地為人工湖址，將來興建應能結合周邊河川環境規劃，創造優

質水域環境與休憩空間，藉由水域與綠地的配置整合周遭環境，串連烏溪

鄰近河段之景觀與遊憩資源，規劃兼具水源、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親水

與美化功能。 

二二二二、、、、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一)營造兼具水源、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親水等多功能之水域
環境與休憩空間。 

(二)結合周邊河川環境規劃，整體營造烏溪流域優質景觀。 

三三三三、、、、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 

(一)規劃理念 

土地開發對原有生態環境之衝擊與破壞是不可回復的，為達到本

計畫之執行目標，並減少及補償開發對於生態環境所造成之破壞，本

計畫以「自然為本」、「以人為本」為主軸，發展高度自然的景觀環

境。 

(二)遊憩發展定位 

以北側遊憩帶及南側遊憩帶區分遊客類型，依據其遊客來源、停

留時間、交通動線，規劃短暫停留及全日活動兩種遊憩動線，滿足不

同類型之遊客之觀光遊憩需求。 

(三)發展策略 

1、空間綠化，自然景觀創造：圍堤以喬木、灌木削減衝突感，堤

頂兩側栽植遮蔭喬木，臨水側植栽以不易落葉樹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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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憩據點與休閒動線規劃：可利用較寬廣之腹地或水岸與圍堤

間之綠帶，設置休憩據點，並配合自行車道環線系統，提供之

休閒服務設施以輕量簡單並採用自然材質為原則。 

3、教學、導覽解說設施及場景之規劃：配合休閒動線於重要節點

位置(北投新圳水路沿線、蓄水湖區水岸、生態觀察棧道、取水

口、沈砂池等)設置水資源教育、動植物等自然生態環境進行介

紹解說。 

4、生態活動及棲地空間創造：南側新設排水路以1:2砌石邊坡工

法施作，配合友善設施及生物通道，營造生態棲地。南側圍堤

內空間設置小型水域草澤區及複層植栽，種植水生植物、濱水

植物，創造水域生物棲息地創造多樣性的生物活動空間。 

5、地方語彙創造：利用空間基調、地方特色基調為基礎，以現地

材料及融合自然環境之素材，將當地元素藉由圖形、吉祥物等

方式，應用於設施物上。 

四四四四、、、、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整體空間配置規劃 

依據環境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展潛力，將本計

畫區分為六個機能空間發展，分別為『管理中心服務區』、『引水路悠遊

綠廊』、『湖畔漫遊區』、『水漾景觀廊道』、『活水生態綠廊』、『悠

活轉驛服務區』，並將A’池及A池北側用地納入規劃建議，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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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 

(一)引水路悠遊綠廊 

配合沿線重要水利工程，規劃自行車及人行混合道，自炎峰橋入

口處設計具特色之入口意象，沿取水口、沈砂池至引水路為一帶狀填

土空間進行綠美化，並發展為原野型的遊憩廊道，沿水路路線規劃自

行車道及步道，設置粗放及低維護之休憩設施。 

(二)管理中心服務區 

以水資源營運管理為主軸，配合交通節點與管理中心之優勢，發

展農村藝術展演、農特產品展售、水資源教育解說等活動，成為本計

畫之發展核心。 

(三)水漾景觀廊道 

北臨國道6號側之路堤以適當綠帶隔離，減少並阻隔往來車輛製

造之粉塵及噪音。除堤頂及堤後道路、人工湖圍堤等空間配置綠帶

外，並延伸管理中心服務區之藝術營造，導入人文藝術意象及構造

物，營造帶狀之綠美化及藝術廊道之空間氛圍。 

(四)活水生態綠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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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態補償制度為理念，增加綠地空間及創造焦點動物棲息及移

動之場所，以營造粗放式綠地空間、生態棲地、草澤濕地、帶狀綠廊、

複層綠籬等自然度較高之綠化為主，人工設施也應符合生態工法，並

設置棧道、生物通道供生物穿越。其餘堤後坡、道路兩旁綠帶、水岸

空間均以複層植栽進行綠化。 

(五)湖畔漫遊區 

為避免影響蓄水功能及遊客安全，道路兩側以發展綠帶空間為

主，堤頂道路(環湖道路)僅提供人行、自行車賞景等功能，配置基礎

遊憩、賞景設施，並選擇適當地點配置賞景平台及聯絡引道。此外，

為提高環湖遊憩品質，維護整體自然環境，一般遊客車輛禁行於堤頂

道路。 

(六)悠活轉驛服務區 

利用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下方及人工湖退縮空間，配合自行車道

環線之需求，設置停車設施、自行車等相關服務、農特產品展售、舉

辦藝術展演活動。建議未來可開發為景觀遊憩湖區，提供划船、釣魚

等水域遊憩活動，增加整體遊憩吸引力。 

(七)A’池北側腹地(非本計畫用地範圍)-活力堤岸賞遊區 

配合整體空間營造構想，導入水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演，

作為烏溪堤岸進入本計畫區之入口迎賓區，發展市民農園、水利教育

解說設施、藝術展覽、入口迎賓花廊等活動，讓短時間停留之遊客亦

可參與多樣化的遊憩活動。 

五五五五、、、、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 

(一)交通計畫 

1、一般動線 

本計畫對外出入口包含北側3處涵洞及高架橋下2處聯絡道，

可連接至烏溪沿岸之防汛道路，南側則有多處農路可連結至東草

屯交流道引道、玉屏巷、玉屏路(投6)。環湖道路則進行通行管制，

僅工程或維護需要才讓車於環湖道路上通行。 

2、遊憩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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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減少對土堤結構及生態棲地的破壞及衝擊，未來建議遊

客將汽車停放在管理中心、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下、堤後道路設

置之車場，以自行車或步行方式進入計畫區內活動。計畫區內主

要遊憩路線為堤頂自行車道(環湖道路)、引水及輸水路自行車道。 

(二)解說導覽計畫 

為能加強遊客對環境之認知及體驗，未來將設置各種導覽、解說

及指標設施，導覽設施將設置於計畫區內主要及次要入口處，解說設

施則針對各據點之景觀、生態、特殊性、教學價值設置各種解說牌，

指標設施則設於主次要動線及步道之節點，提供遊客各據點方向導引

與標示。 

(三)植栽計畫 

本計畫植栽將以當地既有樹種為主，且盡量選擇台灣原生植栽，

管理中心周邊選用較具觀賞價值、花色明顯、隨季節變化大、具香味

之植栽，水岸及草澤濕地則以現地既有的親水性植物為主，土丘則選

用誘蝶、誘鳥植物，增加區域生態多樣性，且採水土保持用之草種，

控制水土流失。 

六六六六、、、、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環境營造期程配合主體工程開發時序擬定，人工湖主體工程預計

以七年為期，故本計畫擬配合主體工程分為三期開發計畫，第一期計

畫為施工階段第3-4年，第二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4-5年，第三期計畫

為施工階段第5-6年。 

(二)工程經費概估 

本計畫工程經費概估約為五千六百八十萬元，共分三期辦理，第

一期工程經費約為九百九十萬元，第二期工程經費約為三千六百一十

五萬元，第三期工程經費約為一千零七十五萬元。 

(三)計畫效益 

本計畫針對環境美化、生態保育等非經濟之效益之評估，以相關

計畫之問卷結果為參考，初步估計烏溪鳥嘴潭人工湖開發後環境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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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態保育非經濟使用價值為166,440,000元/年，可作為未來爭取生

態保育相關經費時做為一個參考的數據。 

此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主要目的為穩定民生用水需求及地下水

涵養，除整體工程建設可落實地方基礎建設、提供就業機會、提高土

地價值之效益外，透過環境營造之水域及綠地配置，整合周邊環境資

源，亦可達到生態保育、觀光遊憩、教育解說、文化保存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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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 

一一一一、、、、計畫源起及目的計畫源起及目的計畫源起及目的計畫源起及目的 

烏溪流域水源豐沛，惟目前開發及利用程度較低，水資源利用率僅

17%(近五年平均逕流量23.70億噸，年使用量僅4.07億噸)，尤其於豐水期

大量餘水任其流失殊為可惜，故於民國96及97年度將烏溪鳥嘴潭攔河堰初

步規劃列為優先規劃，以滿足彰化及草屯地區中長程目標年公共給水需

求。延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工程可行性規劃」辦理第2

年度「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可行性規劃」，主要針對

鳥嘴潭淨水場及其下游輸水工程進行規劃及評估工作。冀透過利用烏溪豐

水期地表水與既有之地下水聯合運用，除滿足未來公共用水需求，並取代

地下水源使彰化地區地下水得以獲得休養的機會，對國土保安將有重大貢

獻。 

二二二二、、、、彰化地區目標需水量彰化地區目標需水量彰化地區目標需水量彰化地區目標需水量 

配合中部地區水資源利用規劃參考「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

經營策略檢討」報告(水利署，98年12月)，本規劃以民國120年為目標年

推估彰化地區公共用水需求。一般用水推估係受計畫目標年人口數、普及

率、每人每日用水量及抄見率等因素影響，其推估如下： 

一般用水需水量=(人口數×普及率×每人每日用水量)÷抄見率 

求得一般用水需水量之後，再依據計畫區之營運資料推求最大日與平

均日用水量之比值，求得最大日用水量，以作為供水管線設計依據。 

本規劃推估彰化地區平均需水量約每日42萬立方公尺，最大日需水量

約為55.8萬立方公尺，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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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 120 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 
單位：立方公尺 

工業用水(目標年 120 年) 
公共用水 

現有 開發中 
合計 

分區 鄉鎮市 

平均日 最大日 平均日 最大日 平均日 最大日 平均日 最大日 

彰化市 72,081 93,706 690 800 0 0 72,771 94,506 

和美鎮 26,044 33,858 0 0 0 0 26,044 33,858 

線西鄉 2,684 3,489 0 0 20,000 23,200 22,684 26,689 

伸港鄉 10,486 13,632 0 0 0 0 10,486 13,632 

彰
化 

小計 111,295 144,684 690 800 20,000 23,200 131,985 168,684 

花笙鄉 12,604 17,645 100 116 0 0 12,704 17,761 

大村鄉 10,606 14,848 0 0 0 0 10,606 14,848 
花
壇 

小計 23,210 32,494 100 116 0 0 23,310 32,610 

北尡鎮 10,162 13,211 0 0 0 0 10,162 13,211 

心鄉 9,904 12,876 0 0 0 0 9,904 12,876 

岛耓鄉 10,767 13,997 0 0 0 0 10,767 13,997 

岨׀鄉 7,933 10,312 0 0 0 0 7,933 10,312 

୶頭鄉 8,553 11,119 200 232 0 0 8,753 11,351 

溪Ԁ鄉 8,242 10,715 0 0 0 0 8,242 10,715 

北
斗 

小計 55,561 72,229 200 232 0 0 55,761 72,461 

二林鎮 12,596 17,634 0 0 0 0 12,596 17,634 

 ल鄉 9,093 12,730 1,100 1,276 0 0 10,193 14,006ޱ

大ࠤ鄉 4,611 6,456 0 0 0 0 4,611 6,456 

Ԯ༠鄉 3,537 4,952 0 0 0 0 3,537 4,952 

二
林 

小計 29,838 41,773 1,100 1,276 0 0 30,938 43,049 

ജ港鎮 24,704 34,586 4,500 5,220 23,133 26,834 52,337 66,640 

ᅽ興鄉 13,309 18,632 2,800 3,248 0 0 16,109 21,880 
鹿
港 

小計 38,013 53,218 7,300 8,468 23,133 26,834 68,446 88,520 

員林鎮 42,941 60,117 200 232 0 0 43,141 60,349 員
林 小計 42,941 60,117 200 232 0 0 43,141 60,349 

岨中鎮 13,596 20,394 1,200 1,392 0 0 14,796 21,786 

社頭鄉 13,271 19,907 0 0 0 0 13,271 19,907 

二水鄉 5,184 7,776 0 0 0 0 5,184 7,776 

二
水 

小計 32,051 48,076 1,200 1,392 0 0 33,251 49,468 

溪湖鎮 14,752 19,178 0 0 0 0 14,752 19,178 

 水鄉 10,084 13,109 0 0 0 0 10,084 13,109ذ

ᡶ鄉 8,331 10,831 0 0 0 0 8,331 10,831 

溪
湖 

小計 33,167 43,118 0 0 0 0 33,167 43,118 

合計 366,076 495,709 10,790 12,516 43,133 50,034 419,999 558,260 

資料來源：「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營策略檢討」，本規劃重新估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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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鳥嘴潭人工湖供水潛能鳥嘴潭人工湖供水潛能鳥嘴潭人工湖供水潛能鳥嘴潭人工湖供水潛能 

鳥嘴潭人工湖容1,452萬立方公尺，採民國69至98年烏溪日流量記

錄並考量各種下游保留水量方案進行人工湖供水潛能分析評估，評估結果

攔河堰址下游保留水量以「下游計畫用水及生態基流量取大ޣ」為٫，人

工湖平均供水潛能達每日30萬立方公尺，且考量烏溪豐水期水量屌沛，人

工湖於豐水期供水潛能可增至每日60萬立方公尺。水源分析架構如圖2所

示。 

烏溪入流

烏嘴潭堰 人工湖

公共給水

烏溪生態基流量

大度淨側流 ༊流點

A分流點興農公司

大度堰

大度生態基流量

大غ圳 B分流點 台化公司

C分流點

彰濱工業區
二林ᆒ機

中ࣽ工業區國光蓄水池

國光石化台灣ੇ

烏溪入流

烏嘴潭堰 人工湖

公共給水

烏溪生態基流量

大度淨側流 ༊流點

A分流點興農公司

大度堰

大度生態基流量

大غ圳 B分流點 台化公司

C分流點

彰濱工業區
二林ᆒ機

中ࣽ工業區國光蓄水池

國光石化台灣ੇ
 

圖圖圖圖 2 鳥嘴潭水源分析系統圖鳥嘴潭水源分析系統圖鳥嘴潭水源分析系統圖鳥嘴潭水源分析系統圖 

四四四四、、、、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 

彰化地區平均日需水量約為每日42.0萬立方公尺，本規劃採烏溪地表

水、彰化地區原有地下水及林內淨水場支援彰化南部地區每日5萬立方公

尺進行水源聯合運用以滿足彰化地區公共用水需求。以下分別就彰化地區

於豐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策略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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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豐水期 

鳥嘴潭人工湖於豐水期供水潛能可達每日60萬立方公尺，除優先

供應草屯地區每日4萬立方公尺外，鳥嘴潭淨水場最大可供給彰化地

區每日56萬立方公尺之水量，可滿足彰化地區平均日需水量42萬立方

公尺。林內淨水場之水源及彰化地區地下水源建議可列為備援供水系

統，作為鳥嘴潭淨水場ค法供水或減量供水之供水對策，彰化地區豐

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如圖2及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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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 

 
圖圖圖圖 4 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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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枯水期 

鳥嘴潭人工湖於枯水期供水潛能達每日30萬立方公尺，除優先供

應草屯每日4萬立方公尺外，鳥嘴潭淨水場最大可供給彰化地區每日

26萬立方公尺之水源量，林內淨水場支援每日5萬立方公尺，彰化地

區既有地下水源可用水量每日約11萬立方公尺，總供水量合計每日42

萬立方公尺，࡞可滿足彰化地區平均日需水量，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

源聯合運用如圖5及圖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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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 

 
圖圖圖圖 6 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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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劃ࣴ擬民國120年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評估結果顯示彰化地

區地下水源於枯水期每日ϝܜ用約11萬立方公尺(ջ約每年2,100萬立

方公尺)，地下水ܜ用量符合彰化地區地下水合理Ϣܜ水量，地下水每

年減ܜ量達8,900萬立方公尺，顯示本計畫地下水減ܜ效果顯，故本規

劃ऩ能利推動，除能填補彰化地區目標年公共用水增量需求，亦有շ於

使彰化地區地下水ܜ水量維持在合理地下水ܜ水量，以減穓地層下陷。 

五五五五、、、、鳥嘴潭淨水場場址及導水路ࣴ選鳥嘴潭淨水場場址及導水路ࣴ選鳥嘴潭淨水場場址及導水路ࣴ選鳥嘴潭淨水場場址及導水路ࣴ選 

(一)鳥嘴潭淨水場 

鳥嘴潭淨水場之原水來自鳥嘴潭人工湖，考量彰化地區及草屯地

區民國120年平均日需水量及可能之最大日需水量，鳥嘴潭淨水場處

理水量初步規劃為每日60萬立方公尺。 

鳥嘴潭淨水場場址規劃為二方案，鳥嘴潭淨水場方案一規劃場址

位於鳥嘴潭人工湖F湖區，鳥嘴潭淨水場方案二規劃於烏溪岂岸，地

處台63線及台3線間之農地ǹ淨水場二方案位置如圖6所示，二方案比

較如表2，本規劃建議以方案二為優選方案。 

 
圖圖圖圖 7 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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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鳥嘴潭鳥嘴潭鳥嘴潭鳥嘴潭淨水場淨水場淨水場淨水場選址評估選址評估選址評估選址評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用地選址 淨水場址方案一 淨水場址方案二 

場址位置 

1.人工湖 F 湖區。 

2.國道 6 號以南。 

3.東草屯交流道以西。 

1.烏溪岂岸。 

2.草屯鎮溪南路(投 92)。 

3.࣪道台 3 線以西約 1 公里。 

4.࣪道台 63 線中投公路以東約

0.5 公里。 

淨水場可用 

面積大小(公ഘ) 
10.9 14.5 

淨水場址 

現地高程(公尺) 
100 85.5 

人工湖至淨水場 

之導水管路৩ 

由人工湖 E 湖區向西接入淨水

場。 

由人工湖 F 湖區向西連接產業

道路，接࣪道台 3 線中岗路，履

轉入溪南路後到達淨水場。 

埋設導水管 

長度(公尺) 
300 3,300 

導水管৩(డԯ) ͝2,000 ͝2,000 

用地取得 配合人工湖ቻԏ ڐ議價ᖼ或ቻԏ 

優點 

1.ຯ離人工湖接水點最近。 

2.地勢較高，利於重力供水。 

3.導水設備費用低༹。 

1.目前土地利用為農地。 

2.ຯ車᠈斷層相對較ᇻ且位

於斷層下ዬ，地質條件相對穩

定。 

3.周邊ۘ有其餘農地，未來淨水

場有ᘉ建之空間。 

4.鄰近台 3 及台 63，施工較為

 。利ߡ

લ點 

1.臨近耈ቧ斷層，可能產生ᒱ

動，有破壞水工結構之羗，

加強ऐ竘設計，增加淨水場經

費。 

2.՞用人工湖 F 湖區，人工湖

容減少，फ़低人工湖供水潛

能。 

3.周邊土地受限於地形條件，未

來৮ค法ᘉ大淨水場規模。 

1.ຯ離初؈池接水點較ᇻ，接管

成本高。 

2.規劃場址附近有少數民崍與

ቷ܊，用地較不方岗。 

3.高程較低，草屯地區需加壓供

水。 

4.場址為د有地，用地取得存在

變數。 

方案選擇 ɡ 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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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水管路與銜接點 

鳥嘴潭淨水場以方案二為優選方案，計畫場址位處烏溪南岸堤後

道路(溪南路)之農地，與鳥嘴潭人工湖相ຯ約3.3公里，為利將人工

湖蓄存之原水ଌ至淨水場，計畫以管৩2,000డԯ之延性᠗鐵管(DIP)

連接人工湖與淨水場，經費約需3.53億元，導水路路線及銜接點位置

如圖7所示。 

 
圖圖圖圖 8 導水路與銜接點初步規劃位置圖導水路與銜接點初步規劃位置圖導水路與銜接點初步規劃位置圖導水路與銜接點初步規劃位置圖 

六六六六、、、、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 

(一)計畫銜接之淨水場 

本計畫主要目標為以地表水取代地下水源，原則上鳥嘴潭淨水場

之下游輸水管線冀能銜接至彰化地區所有淨水場以取代現行之地下

水源，ՠ由於部分淨水場場址地勢較高(岨中淨水場高程約130公尺)

或是地處ୃᇻ(下ᡘ淨水場及ঀ和淨水場)Զค法ଌ達，其餘各淨水場

ࣣ列入本次輸水管線計畫銜接之淨水場，銜接之淨水場最大日需水量

合計49.8萬立方公尺。 

(二)下游輸水管線規劃 

本規劃下游管線大ठ可分為四條輸水幹管，主要為鳥嘴潭淨水場

至彰化市(A幹管)、彰化經員林至溪Ԁ(B幹管)、彰化市經ജ港、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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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溪Ԁ(C幹管)及彰化至溪湖(D幹管)，各幹管位置圖如圖8所示，各管

線起ಖ點、管৩及長度如表3所示，長度合計121.6公里。 

表表表表 3 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 

管路 

峮稱 
起點 ಖ點 

管長 

(公尺) 

管৩ 

(డԯ) 

A 幹管 鳥嘴潭淨水場 彰化市 31,200 2,400 

B 幹管 彰化市 溪Ԁ鄉 32,600 1,500~900 

C 幹管 彰化市 溪Ԁ鄉 45,300 1,000~900 

D 幹管 彰化市 溪湖鄉 12,500 900 

合計 121,600 ɡ 

(三)各淨水場連絡管 

由於各幹管並未ޔ接連接各淨水場，故施設輸水連絡管以連接

各淨水場，各淨水場連絡管合計19條長度合計約39.5公里，各連絡管

位置如圖8所示。 

 
圖圖圖圖 9 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 

(四)加壓設備 

員林第一淨水場、員林第三淨水場及社頭淨水場，因場址高程較

高之故，B幹管水量ค法以重力ଌ水ଌ達上ॊ淨水場，故分別於員林

第一、第三及社頭淨水場連絡管前ᆄ設置加壓站，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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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員林加壓站 

B幹管於員林鎮處高程約為24.2公尺，員林第一淨水場高程約

66.2公尺，連絡管採用管৩600డԯ管長3,400公尺，加壓ܜ水設

備計畫採用三台ଭ力280(HP)ඦ程65公尺之ܜ水機(含一部備援

機組)。 

2.社頭加壓站 

B幹管於岨׀鎮處高程約為31.4公尺，社頭淨水場高程約78

公尺，連絡管採用管৩600డԯ管長8,500公尺，加壓ܜ水設備計

畫採用三台ଭ力120(HP)ඦ程60公尺之ܜ水機(含一部備援機組)。 

 
圖圖圖圖 10 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 

(五)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ᝡ合 

本規劃下游輸水管線之C幹管預定路線於台17線處與大度堰輸水

幹管預定路線重合，兩管線分布位置如圖10所示，此處C幹線管৩為

900డԯ，大度堰輸水管線管৩為2,200డԯ，台17線於此管線重合路

段現況為ᚈ向四線車道，路寬約20公尺，初步推估應可同時埋設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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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輸水幹管及大度攔河堰之工業專管，建議於管線埋設前進行管線試

挖及相關管線埋設ڐ調。 

 
圖圖圖圖 11 本計畫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本計畫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本計畫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本計畫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 

(六)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地區供水系統之ࣴ析 

本計畫豐水期供水潛能達每日60萬立方公尺，Ԍ除草屯地區每日

4萬立方公尺及彰化地區每日42萬立方公尺，每日可用水量ۘഭ餘約

14萬立方公尺，為提高鳥嘴潭人工湖計畫效益及增進大台中地區供水

之穩定，建議下游輸水工程以A幹管連接至台中地區供水系統，初步

規劃利用原台中支援彰化地區用水之900డԯ輸水管ϸ向輸水至台中

烏日，如圖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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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2 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 

(七)輸水系統管網輸水能力驗 

以EPANET模式驗本規劃新設輸水幹管之輸水能力，模式概念

主要為質量崌ࡡ和能量崌ࡡ，利用水頭平衡方程式及ੇ生Ǹ༹࠶尮

(Hazen Williams)水頭ཞ失公式，輸入管৩、管長、節點高程及管線

ነᔔ係數C值，以進行輸水管網相關水力分析，本規劃管線ነᔔ係數C

值參考「中部區域供水系統聯合供水管理規劃(98.12)」彰化地區管網

分析驗結果，採用ነᔔ係數C值100。 

水力分析依本計畫新增管線、鳥嘴潭淨水場下游連接管路工程之

供水管線形成管網。以鳥嘴潭淨水場為ଌ水水源，出水後ଌ至各區現

有淨水場之మ水池，再利用現有各區現有淨水場之出水管ଌ至各供水

區，建置主要ଌ水管網。 

水力分析分兩種境，一為豐水期供水，由鳥嘴潭淨水場滿翜供

水，其二為枯水期供水，鳥嘴潭淨水場由於供水量減少，不足水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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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內淨水場支援每日5萬立方公尺外及其餘由彰化地區既有地下水源

補足。 

七七七七、、、、工程經費工程經費工程經費工程經費 

(一)鳥嘴潭淨水場工程費估計 

由於本計畫淨水場規劃僅為初步規劃，並未針對淨水場各項設施

進行工程布置，上ॊ各工程項目之經費估算係參考湖山水下游淨水

場(處理容量每日40萬立方公尺，總工程成本23.8億元)及峱里第二淨

水場(處理容量每日60萬立方公尺，總工程成本28.1億元)，因鳥嘴潭

淨水場容量為60萬立方公尺，故初步以湖山淨水場工程經費加1.5

७與峱里第二淨水場工程經費相加後取平均值作為本計畫鳥嘴潭淨

水場工程經費估算，鳥嘴潭淨水場ޔ接工程費約為新台聱24.0億元，

總工程成本為32.8億元，羴如表4所示。 

表表表表 4 鳥嘴潭淨水場工程鳥嘴潭淨水場工程鳥嘴潭淨水場工程鳥嘴潭淨水場工程經費估算表經費估算表經費估算表經費估算表 

工作項目 工程費(屛元) 

1.土建工程 1,010,000 

2.環境工程及工業機ఓ設備 615,000 

3.管線工程 462,000 

4.ሺ控及耐設備 242,000 

5.環境品質ᅱ測 25,000 

6.環保安穽費 46,000 

(一)ޔ接工程費 

1~6 小計 2,400,000 

(二)間接工程費 ޔ接工程成本×5ʘ 120,000 

(三)工程預備費 ޔ接工程成本×30ʘ 720,000 

(四)物價調整費 ࡪ年平均上ᅍ率 45,000 

總工程費 3,285,000 

備ຏ：以上僅為淨水場工程經費，不含淨水場用地ቻԏ費用 

(二)下游輸水管路工程經費 

1.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概算 

原水導水管預計埋設管線͝2,000mm長度約3,300m並設置

耐動蝶ሚ1處。ࡪ照埋管標準施工費用編列標準表及其屆設施費

用，其工程成本費估算如表5所示，約需經費新台聱3.5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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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管線埋設費      

 1.φ2000 埋設費 m 3,300 86,000 283,800  

二 耐動蝶ሚ      

 φ2000m/m(10 ʦ f/c ʤ，含⢠ϔ) 處 1 3,500,000 3,500  

三 其屆附屬設備(排、排ݝሚ等) 全 1 2,838,000 2,838 約管線埋設費 1% 

四 管路ᅱ控系統 全 1 5,000,000 5,000  

五 挖路面অ復費 m2 36,300 560 20,328 鄉道 

 合計(一ɴ五)    315,466  

六 環保安穽費 式 1 6,309,320 6,309 約 2% 

七 工程預備費 式 1 31,224,600 31,225 約 10% 

八 總計(一ɴ六)    3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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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游輸水幹管工程 

下游ଌ水管工程以本計畫鳥嘴潭淨水場優選方案供水管網預

估埋設之管線，包ࡴA幹管͝2,400mm約31,200m、B幹管͝

1,500mm 約 15,460m 、͝ 1,000mm 約 2,870m及͝ 900mm約

14,260m，C幹管͝1,500mm約9,800m、͝900mm約35,550m，

D幹管͝900mm約12,500m，其工程成本費估算如表6所示，約需

經費73.27億元。 

表表表表 6 下游輸水幹管工程經費估算表下游輸水幹管工程經費估算表下游輸水幹管工程經費估算表下游輸水幹管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A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2400 埋設費 m 31,200 108,900 3,397,680 明挖覆ᇂ法 

 小計    3,397,680  

二 B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1500 埋設費 m 15,460 57,800 893,588 明挖覆ᇂ法 

 2.φ1000 埋設費 m 2,870 32,200 92,414 明挖覆ᇂ法 

 3.φ900 埋設費 m 14,260 26,500 377,890 明挖覆ᇂ法 

 小計    1,363,892  

三 C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1500 埋設費 m 9,800 57,800 566,440 明挖覆ᇂ法 

 2.φ900 埋設費 m 35,550 26,500 942,075 明挖覆ᇂ法 

 小計    1,508,515  

四 D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900 埋設費 m 12,500 26,500 331,250 明挖覆ᇂ法 

 小計    331,250  

六 其屆附屬設備(排、排ݝሚ等) 全 1 66,013,370 66,013 約管線埋設費 1% 

七 工程預備費 全 1 659,649,700 659,650 約管線埋設費 10% 

八 總計(一ɴ四)    7,3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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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統連絡管 

淨水場連絡管工程以輸水管線連接包ࡴ彰化、花笙、北尡、

二林、ജ港、員林、二水及溪湖系統等各淨水場，其管৩、數量

及工程成本費估算如表7所示，約需經費7.16億元。 

表表表表 7 淨水場連絡管工程經費估算表淨水場連絡管工程經費估算表淨水場連絡管工程經費估算表淨水場連絡管工程經費估算表 

供水系統 淨水場峮稱 管৩(డԯ) 數量(公尺) 單價(元) 複價(屛元) 

第三淨水場 1000 687 32,200 22,121 

全興淨水場 600 5,365 16,600 89,059 彰化 

和美淨水場 400 1,172 11,800 13,830 

花笙 花笙淨水場 1000 1,524 32,200 49,073 

第二淨水場 600 1,662 16,600 27,589 

୶頭淨水場 500 2,268 14,500 32,886 

岛耓淨水場 500 1,432 14,500 20,764 
北尡 

心淨水場 500 4,120 14,500 59,740 

二林淨水場 500 105 14,500 1,523 

 ल淨水場 500 3,873 14,500 56,159 二林ޱ

Ԯ༠淨水場 500 101 14,500 1,465 

ജ港 ജ港淨水場 900 168 26,500 4,452 

第一淨水場 600 688 16,600 11,421 

第二淨水場 500 456 14,500 6,612 員林 

第三淨水場 600 3,788 16,600 62,881 

二水 社頭淨水場 600 8,946 16,600 148,504 

第一淨水場 500 1,036 14,500 15,022 

第二淨水場 500 1,919 14,500 27,826 溪湖 

ᅽ興淨水場 500 35 14,500 508 

管線總長 39,345   

約管線埋設費   651,435 

工程預備費(約管線埋設費 10%) 1 式 64,565,170 64,565 

總工程費  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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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壓設備 

(1)員林加壓站採用三台ଭ力280(HP)ඦ程65公尺之ܜ水機(含一

部備援機組)。 

(2)社頭加壓站計畫採用三台ଭ力120(HP)ඦ程60公尺之ܜ水機

(含一部備援機組)。 

其工程成本估算如表8所示，約需經費0.39億元。 

表表表表 8 加壓設備工程經費估算表加壓設備工程經費估算表加壓設備工程經費估算表加壓設備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員林加壓站      

 
1.加壓設備 

280HP×65M×40000CMD 
台 3 5,600,000 16,800  

 2.其屆配合設施 式 1 2,500,000 2,500  

 3.周邊景觀及綠化 式 1 3,000,000 3,000  

 4.工程預備費 式 1 2,480,000 2,480  

 小計    24,780  

二 社頭加壓站      

 
1.加壓設備 

120HP×60M×20000CMD 
台 3 2,400,000 7,200  

 2.其屆配合設施 式 1 2,500,000 2,500  

 3.周邊景觀及綠化 式 1 3,000,000 3,000  

 4.工程預備費 式 1 1,520,000 1,520  

 小計    14,220  

 總計(一ɴ二)    39,000  

(三)總工程經費 

本規劃含人工湖導水管路、鳥嘴潭淨水場、下游輸水幹管、系統

連絡管及附屬加壓設備等所需工程費估算如表9，總工程費約為117.2

億元。 

表表表表 9 本計畫下游自來水工程經費估算表本計畫下游自來水工程經費估算表本計畫下游自來水工程經費估算表本計畫下游自來水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屛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淨水場 全 1 3,285,000 3,285,000  

二 導水路 全 1 353,000 353,000  

三 下游輸水幹管 全 1 7,327,000 7,327,000  

四 淨水場連絡管 全 1 716,000 716,000  

五 加壓站工程 全 1 38,500 39,000  

六 總計(一ɴ五)    11,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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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環境景觀營造環境景觀營造環境景觀營造環境景觀營造》》》》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 )本計畫同時兼顧水資源運用、生態復育與環境景觀均衡發
展，並以「自然為本」、「以人為本」兩項ࡘ維屢考量，於
基地內多增加綠地空間及創造動物棲息及移動之場所，做為
人工湖開發造成之生態破壞的補償施，並塑造高自然度綠
地空間，提供讓人放、減壓、ࡠ復的環境，讓遊客٦受及
體驗自然山林與水域景觀進Զ達到ي心放之景觀ᕍᘰ之
功效。 

(二)依ൻ上位計畫(南投縣ᆕ合發展計畫)之指導，延續烏溪沿線
「台灣藝術大道」之發展構想，建議導入「農村藝術」之構
想做為本計畫之整體營造構想，除利用腹地提供為展演空
間，全區設施(如：建ᑐ外觀、各式ߜ台、棧道、০ශ等)亦
能統一其空間設計語彙(色ற、素材及圖形)，建構計畫區之
整體॥特色。 

(三)依據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展潛力，分
為六個機能空間發展，分別為「管理中心服務區」、「引水
路悠遊綠廊」、「湖畔漫遊區」、「水漾景觀廊道」、「活
水生態綠廊」、「悠活轉驛服務區」，並將A’池及A池北
側用地納入規劃建議，提出「活力堤岸賞遊區」之構想。未
來進行環境整體營造ಒ部執行階段時，可參考本計畫所提出
圍堤斷面形式及各項工程配置發展，如此才能讓環境營造及
發展觀光之同時，Ξ兼顧對自然環境生態之൧重，並能與周
邊環境相ϕ銜接及融合。 

(四)依全區配置規劃成果，估計環境整體營造規劃之工程建造費
約為五千六百八十萬元，配合主體工程開發時序，分為三期
開發計畫，第一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3-4年，配合A、A'池開
挖完成後，於施工階段第3-4年進行A、A'池圍堤及管理中心
周邊之基本景觀綠化工程。第二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4-5

年，進行B、D、E、F'池圍堤之基本景觀工程，且進行引水
路悠遊綠廊、水漾景觀廊道、悠活轉驛服務區各項設施之施
設。第三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5-6年，進行C池圍堤之基本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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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工程，且進行活水生態綠廊、湖畔漫遊區各項設施之施設。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期能建構一Ϻ然的教育環境，透過相關解說設施與水資源、
生態資源、人文資源之結合，形成一具教育性的展示解說空
間，期能帶給下一代ؼ崅的教育示範，並提ϲ民重ຎ環
保、保育生態與ང護、ࣔ惜水資源之觀念。未來亦可與社區、
學ਠ單位配合，利用活動舉辦、ਠ外教學等方式推廣，增加
環境使用率，使環境及各項設施得以發ච其功能。 

(二)計畫區範圍ࣗ大，未來營運管理中心人力有限，故建議管ᗄ
單位配合年度經費編列維護管理經費，並辦理ہ外管理維
護，以ዴ保整體環境基礎工程等設施之安全及環境景觀美質
之維持。 

(三)E池南側土地水域活動發展、A’池北側腹地活力堤岸賞遊
區，本計畫於此階段ᗨς考量整體區域發展方向，提出初步
的發展構想，ՠ後續建議管理單位能與地方۬ࡹ做׳ಒ部及
實質內容之ྎ通，由地方機關爭取經費進行開發，並ॄೢ後
續經營維護管理。 

(四)草屯鎮每年舉辦的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為地方之٣，未來
建議管理單位可與南投農岨水利會、草竜鄉土文教ڐ會相
ϕ配合共同參與舉辦，提供場地及各項೬ฯ體設備，增加環
境使用率。北投新圳沿計畫區南側分佈，未來亦可與南投農
岨水利會共同舉辦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等活動，以水
資源教育為主題提供ۚ民ు入認北投新圳開發ᐕ屰、文化
及自然生態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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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下游輸水工程規劃》》》》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人工湖與彰化地區地下水聯合運用 

本規劃主要目的為൨求地表水源ඹ代彰化地區現行之地下水

源，主要對策為提高烏溪水資源利用率，以鳥嘴潭人工湖蓄存烏溪地

表水，並經鳥嘴潭淨水場處理後以下游輸水管線ଌ至彰化地區原有淨

水場作為ඹ代水源。屮彰化地區民國120年目標需水量為每日42萬立

方公尺，較現行每日約36.6萬立方公尺為多，亦ߛ需൨求其屆水源以

滿足未來之公共用水需求。 

1.由於烏溪地表水源流量多聥主要係受फ़ߘ影響，故以豐枯水期

分別分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供水潛能，枯水期人工湖供水潛能

約為每日30萬立方公尺，豐水期則可達每日60萬立方公尺。 

2.本規劃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主要策略係於枯水期以鳥嘴潭人

工湖、林內淨水場及現有地下水源聯合運用以達成目標需水

量，人工湖供應每日26萬立方公尺，林內淨水場支援每日5萬立

方公尺，現有地下水源每日11萬立方公尺，聯合運用供水量合

計42萬立方公尺。 

3.豐水期則以鳥嘴潭人工湖ᐱ立供水每日42萬立方公尺達成目標

需水量。 

4.經本規劃水源聯合運用後，彰化地區於枯水期每日ܜ水量約11

萬立方公尺(ջ約每年2,100萬立方公尺)，符合彰化地區地下水

合理Ϣܜ水量，對於彰化地區減ܜ地下水շ益ሥ多，有շ減

穓彰化地區地層之下陷。 

(二)淨水場位置 

本規劃淨水場規模初步規劃為每日60萬立方公尺，淨水場位置初

步規劃於草屯鎮溪南路農地(鄰近烏溪岂岸堤後道路)，淨水場ޔ接工

程費初估約為新台聱23.9億元，總工程成本初估約為31.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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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水管路 

鳥嘴潭淨水場與鳥嘴潭人工湖相ຯ約3.3公里，計畫以管৩2,000

డԯ之延性᠗鐵管(DIP)連接淨水場與人工湖，工程費初估約需3.22

億元。 

(四)輸水路線 

1.本規劃下游輸水工程係規劃由鳥嘴潭淨水場至彰化地區現有淨

水場之輸水管線，由於二水系統之下ᡘ、岨中、ঀ和淨水場因

ຯ離輸水幹管較ᇻ或高程較高不利幹管連接ค法ଌ水外，其餘

淨水場ࣣ包含在本次下游輸水工程之內。 

2.由於彰化地區既有管線大多包含連接至用尜ᆄ之配水管，故本

規劃輸水工程並ค利用既有管路，本規劃下游輸水工程新建幹

管長度約121.6公里，淨水場連絡管約39.3公里，加壓站兩處，

工程經費初估共73.5億元。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本規劃下游輸水工程僅規劃輸水管路路線及進行輸水管線初步

水力分析，惟並未針對路線地ۭ管線進行查及道路試挖，建

議於後續相關計畫針對下游輸水工程預計路線進行地ۭ管線

查及道路試挖以ᕕ解本規劃輸水管線是ց可利埋設。 

2.本規劃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後，豐水期可用水源量最高可達

每日72萬立方公尺(鳥嘴潭人工湖56萬ɠ林內支援5萬ɠ可用地

下水11萬)，足可滿足彰化地區民國120年目標需水量每日42萬

立方公尺，多餘水量建議可列為備援水量，枯水期可用水源量

則為每日42萬立方公尺，࡞滿足彰化地區民國120年目標需水

量，建議ᝩ續൨求其屆水源以利彰化地區穩定供水。 

3.本規劃以自來水減ܜ地下水之年ඹ代總量為計畫效益，並未針

對減穓地層下陷及地下水回ϲ做羴ಒ量化之評估，且相關地下

水評估ੋ及彰化地區د有水ϔ或非法水ϔ位置分布及ܜ用水

量，ςຬ出本規劃之範ᛑ，建議屮案辦理彰化地區地下水回ϲ

及地層下陷減穓之相關ࣴز以達羴實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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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烏溪為中部地區主要河川之一，其河川逕流豐沛，惟目前水源利用狀

況低，尤於豐水期，大量逕流未加利用ջ流失殊為可惜，故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水規所)於民國96及97年度優先辦理烏溪鳥嘴

潭人工湖初步規劃，作為建民水停建後彰化及南投地區中長程目標年民

生用水需求之因應策略。 

鳥嘴潭人工湖及攔河堰位於烏溪橋上游5~6公里處，利用烏溪南岸土

地規劃一離ኲ人工湖，用以蓄豐濟枯。經由初步規劃調查評估，本計畫具

有供水穩定、用地取得單પ、工程מ術可行及開發環境影響衝擊小等優

點，應續辦可行性規劃工作ǹ延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

工程可行性規劃」辦理第2年度「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工程

可行性規劃」工作。 

二二二二、、、、計畫目的及範圍計畫目的及範圍計畫目的及範圍計畫目的及範圍 

(一)計畫目的 

1.營造人工湖環境景觀，使之兼具水源、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親水等多功能之水域環境與休憩空間。 

2.結合人工湖周邊河川環境規劃，整體營造烏溪流域優質景觀。 

3.引取烏溪地表水，經人工湖調蓄後，提供目標年(民國120年)草

屯及彰化地區之公共用水。 

4.評估由人工湖之供水ඹ代彰化地區地下水源，使地下水獲休

養，達國土保育之目標。 

(二)工作範圍 

本計畫工作範圍可分為二部份，其一係針對鳥嘴潭人工湖周邊進

行環境景觀營造規劃，規劃範圍以人工湖為主ǹ其二係規劃鳥嘴潭淨

水場場址及下游輸水工程，主要範圍為人工湖周邊及彰化地區，整體

工作範圍羴圖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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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21.21.21.2----1111    工工工工作範圍作範圍作範圍作範圍圖圖圖圖    
三三三三、、、、工作項目及內容工作項目及內容工作項目及內容工作項目及內容 

主要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環境整體營造規劃 

1.基本資料調查及彙整  2.空間配置規劃 

3.擬定環境整體營造發展願景、原則及目標 

(二)下游輸水工程規劃 

1.現有供水系統及環境資料ᇆࣴ析 

2.人工湖與彰化地區地下水聯合運用供水潛能初步評估 

3.輸水路線及淨水場ࣴ選評估 

4.輸水路及銜接點規劃佈置 

5.工程費估算 

(三)計畫評價 

1.效益評估 2.經濟與務分析 3.計畫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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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貳貳貳貳章章章章    環境整體營造規劃環境整體營造規劃環境整體營造規劃環境整體營造規劃 

一一一一、、、、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鳥嘴潭人工湖以蓄水及供水為主要標的，為並以觀光遊憩為ᇶ，在不

影響蓄水、供水、湖區安全等條件下，利用人工湖區內之水域及ഌ域環境，

營造人工湖區環境景觀。環境營造工作項目如下： 

(一)工作項目 

1、基本資料調查及彙整 

包含自然資源、人文環境、土地使用及遊憩資源之調查ǹ計

畫區周邊土地利用形ǹ景觀美質評估ǹ鄰近相關計畫及規劃ǹ

本計畫開發之適法性評估。 

2、擬定環境整體營造發展願景、原則及目標 

經基本資料調查後，ዴ認本計畫整體環境營造範圍，進行發

展潛力及限制評估，並ࣴ擬發展策略、發展目標及規劃原則、景

觀遊憩定位。 

3、空間配置規劃 

整體規劃理念及原則、全區發展構想、分區發展構想、交通

動線規劃、解說導覽系統規劃、植栽計畫等。 

4、執行計畫 

依據以上規劃內容提出本計畫之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計畫評

價、務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等。 

5、工作簡報及報告編ኗ 

依據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定期舉辦工作會報，以及期初、期

中、期末進度之ቩ查會，並進行環境營造專題報告之編擬。 

(二)工作範圍 

以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成果為基礎，計畫工作位置

羴圖2.1-1，計畫範圍羴圖2.1-2。目前用地範圍ϝ於討論階段，包含

草屯ก化ቷ周邊、東草屯停車場用地、A’池及A池北側等範圍，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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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評估環境整體營造之規劃區位、條件等，初步將A’池及A池北側用

地納入規劃範圍，提出環境營造規劃構想建議，作為後續之參考。 

(三)工作流程 

依據上ॊ工作項目及流程，有關環境營造整體規劃之作業流程ࣴ

擬如圖2.1-3。 

 

圖圖圖圖 2.2.2.2.1111----1 1 1 1 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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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1111----2 2 2 2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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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1111----3333    工作流程圖工作流程圖工作流程圖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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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相關計畫與法令分析 

(一)上位計畫 

1.南投縣ᆕ合發展計畫(南投縣۬ࡹ，民國90年) 

南投縣未來區域整體發展定位為「岌造翓尺इ的台灣中心、

國ሞભ觀光藝術文化休閒基地及ࣽמ新興縣」，於觀光發展方面

以台灣藝術大道為構想，以烏溪沿線及台14線之文化資源發展出

具多樣文化特色的現代會觀光線。未來ᒥൻ此計畫之發展定位

及空間規劃構想，延續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之構想，於計畫區

內導入適當之文化特色及活動空間。 

2.南投縣縣ભ鄉村॥ᇮᆜ要規劃(南投縣۬ࡹ，民國96年) 

南投縣未來以建構「自然生態與休閒產業」和ᒋ之鄉村॥ᇮ

與整體意象為整體發展目標，其ࠤ鄉॥ᇮ營造之發展重點如下： 

(1)建立南投縣觀光、旅遊意象的२要ߐ尜，提供多樣、完整豐

的旅遊資ૻ系統。 

 。善市鎮生活環境，提ϲ服務層ભ及多元化ׯ(2)

(3)將統農業、尝工業窛ϒ新的經營方式，增加產業附加價值。 

(4)整合草屯文化資產，建立草屯旅遊內涵與社區活力特色。 

本計畫區ᆙ鄰國道六號，為進入南投縣之重要ߐ尜，故未來

應ᒥൻ此計畫理念，ර其方向發展ु定本計畫區環境營造之原

則，加強ߐ尜入口意象、藝文息塑造等，以創造草屯鎮及南投

縣整體景觀॥ᇮ之發展。 

(二)相關計畫 

1.國道6號東草屯停車場建設計畫(高工ֽ中區工程處南投工務

段，進行中) 

國道6號現ׯ稱為「高ೲ公路南投支線」，起於國道3號烏溪

橋南側的ᜦ峰系統交流道，計畫區隔國道六號路堤與東草屯停車

場相鄰，並有涵洞相通，未來兩地區ऩ相連結，服務區之旅遊服

務機能及引入之觀光人ዊ，將對計畫區有ޔ接之影響，故本計畫

發展應考量與此計畫之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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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設置計畫ɡ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統(南

投縣۬ࡹ，民國94年) 

南投縣自行車道規劃路線全長300多公里，「草屯環線系統」

為南投縣第4條完工通車之觀光自行車道系統，總長度約為35公

里，分為耈ቧ溪ɡ八ړ稼線、國ৎ藝術村線、߁山線三大系統。

草屯自行車道系統位於計畫區南側，且路線B於本計畫攔河堰上

游約900公尺處ᐉ越烏溪(平林橋)並延台14線分佈，未來計畫區可

透過自行車道與其相ϕ結合，增加計畫區發展觀光遊憩之機會，

並ߦ進草屯自行車環線多樣化之路線選擇。 

3.北投新圳幹線綠美化工程(南投農岨水利會，民國93年) 

北投新圳幹線原為一低ᆁు之明渠，因921地竘地層ᒱ動

影響造成部份ໜ起Զ྄壞，後ׯ以埋設涵管方式অ復，ՠ灌排分

離લ局屌沛的圳水ีញ，ठᚇ草ᘀ生、૨ᛳ長。水利會於民國

91年推動圳路綠美化，並於93年化ԡ渠為池，社區民並組「北

勢⌇生態保育文教ڐ會」認養，ׯ種香水穦岌造池新॥ᇮ。北

投新圳於計畫區南側，自東南ᆄ的ᒾ道出口沿計畫區南側往西延

伸至北勢⌇社區，未來將是人工湖南岸堤後排水路，故未來可將

計畫區內的水路亦進行景觀綠美化，與北勢⌇既有花池串連，

創造為一兼具休閒、生態、知性之旅遊路線。 

4.᚛北勢.自行道(北勢里社區發展ڐ會，岫窊中) 

北勢里北側低階地與南側高地之相接處目前為落ৡ約20ԯ之

坡地，且次生林ஏ佈，此計畫期能利用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以東

之坡頂及௹坡中段(水圳渠頂)設置自行車道及笮土ᕅ、ឯ、థ

，導覽牌等景觀設施，坡頂及௹坡中段之自行車道寬為3公尺、ߜ

長各約300公尺，目前施工經費岗向體ہ會岫窊中。此自行車道

位於計畫區南側，與計畫區ᆙ鄰，後續環境營造規劃時ջ將此自

行車路線及相關景觀設施一ٳ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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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2222----1111    相關計畫與本計畫相關計畫與本計畫相關計畫與本計畫相關計畫與本計畫區位關係圖區位關係圖區位關係圖區位關係圖    

(三)相關法令 

本計畫區為非市土地，未來湖區開發後水域及水岸空間營造則

需滿足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水利法相關法令之規定。此外，計

畫區未來將依自來水法規定劃設為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將禁尩於羳

區域內一Ϫຢ্水質水量的行為。本計畫ջ針對區域內所ੋ及相關之

三方面的法令進行討，以做為ᕕ解計畫區開發基本限制與ࣴ擬配

經營執行策略之依據，羴表2.2-1，羴ಒ條文內容，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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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1 相關法令彙整表相關法令彙整表相關法令彙整表相關法令彙整表 

類別 條文 主要規定 與本計畫之關聯 

區域計畫法第

15-1 條 

非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 6、13、

15、27 條 

非市土地岫窊

開發時，辦理土地

使用分區變׳、使

用地編定變׳等

相關規定 

計畫區未來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

定之變׳，ࣣ需符合非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之規定 

基本 

土地法令 

非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 6 條、附

件一 

使用地容使用

項目、可使用ಒ

目 

計畫區變׳為水利用地，其容使用

項目包含水岸遊憩設施、尜外遊設

施、再生能源相關設施等，ՠ需經目

的٣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可 

水利法第 54-1、

54-2 條 

水蓄水範圍開

發禁尩之行為 

水利 

相關法令 水蓄水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第 5 條 

蓄水範圍內向管

理機關 (構) 岫

窊可之使用項

目 

鳥嘴潭開發之工程項目屬ᓯ備水源

之水利設施，故於環境營造時，各項

遊憩空間及設施需符合規定其可

使用項目，不以影響蓄水建造物且ዴ

保蓄水水質、調整池營運安全為主要

考量。 

自來水法第 11 條 水源水質及

水量保護相

關法令 

用水管理條ٯ第

5 條 

禁尩或限制會ຢ

্水質與水量之

行為 

本計畫環境整體營造之各項行為應

依相關規定辦理，禁尩各項足以ຢ্

水質、水量之行為。 

三三三三、、、、環境基本資料調查環境基本資料調查環境基本資料調查環境基本資料調查 

(一)交通動線分析 

1.聯外交通 

本計畫區位於南投縣草屯鎮北側，隔烏溪與台中縣ᜦ峰鄉相

鄰，主要聯外道路有國道6號、台3線及台14線(羴圖2.3-1)，聯外

交通相當ߡ利，且位於台中縣ᜦ峰與南投縣草屯鎮之交ࣚ，為重

要的交通節點，亦為南投縣之ߐ尜。經北側國道6號，往東可通往

國ۉ、里地區，往西可接國道3號通往台中及彰化等其屆縣市。

計畫區內則有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穿，經由東草屯交流

道聯絡道往南可接台14線，可通往草屯市區及國ۉ、里市區，

往北可連接至國道6號。此外，本計畫區西側農路可通往台3線，

往北可至台中縣ᜦ峰、往南可往草屯市區及南投市。除國道6號、

台3線外，沿計畫區南側之玉屏路或玉屏巷ࣣ可連結台3線及台14

線，聯外交通相當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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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3333----1 1 1 1 聯外交通動線圖聯外交通動線圖聯外交通動線圖聯外交通動線圖    
2.區內交通 

本計畫區為一長形的低地，農路ᒱᆕ，北側以國道六號為ࣚ，

主要有3處可連接烏溪沿線的防汛道路ǹ南側有7處農路可連接北

勢里社區聚落，主要動線、聯外出入口如圖2.3-2所示。聯外出入

口之道路多為路寬4-7公尺之農路，最大坡度約15ʘ，多中於南

側與社區間之道路，因此道路品質較ৡ，ऩట作為聯外之主要道

路，則需考量未來湖區管理及遊憩使用需求，評估道路ܗ寬之可

行性。此外，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ᗨ翓越計畫區西側(C、

D池間)，ՠ其為路堤及高架形式，ค法ޔ接連結至計畫區內，需

轉接農路後由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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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3333----2222    區內交通動線分析圖區內交通動線分析圖區內交通動線分析圖區內交通動線分析圖    

(二)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1.區內土地使用現況 

烏溪水源利用以二期作水稻灌溉為主，本計畫人工湖區位於

烏溪中游河段南岸，且上游側設有北投新圳、下游側設有ߓᜦ

第一圳，周圍農岨水利資源豐，因此本計畫人工湖範圍內大部

分為農業使用及水圳使用(羴圖2.3-3)。除農業હ作使用，計畫區

內有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ᕵೣ人工湖區，因此區內並包含部分國

道土堤與橋等結構物。其餘為少數農ް、ැ架及三ኴ以下建ᑐ，

所՞用地面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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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3333----3333    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圖圖圖圖    
(1)岨野農作區 

本計畫範圍內主要土地使用以農業હ作為主，經由現場

查得知，現況地上物以農林作物為主，其中以水稻為最多，Զ

發樹及岨次之，其次亦有少部分果樹、穧(破布η、玉ԯ、

百香果、ؾ)，也有養ᓥ場及少數農ް零ࢃණ落其間，現況照片

羴圖2.3-4。整體Զ言，ᗨ然地勢東高西低且坡度達1/110，ՠ

整體地勢穓和空ᚻ，加上本區域ߡ利的水利資源與岨間農路交

ᒱᕵᐉ，形成特殊的岨野景觀。 

 

計畫區東側果樹林，可遙望九九峰 計畫區西側農田景觀 
 

圖圖圖圖 2222....3333----4444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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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道6號用地 

本計畫區北側以國道6號與烏溪為ࣚ，西側有國道6號東草

屯交流道聯絡道ೣ穿，因此部分土地為國道之路堤、涵洞及道

路(羴圖2.3-5)。為避免影響國道6號結構安全，人工湖域蓄水

區將與國道6號橋及路堤間隔一定ຯ離，未來在不影響用路

安全之前提，將利用部分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之橋下

空間進行環境營造，提供生態、景觀及遊憩之功能。 

 

國 6 路堤及涵洞 東草屯聯絡道周邊道路 東草屯交流道高架段橋下空間
 

圖圖圖圖 2222....3333----5555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照片((((2222/2)/2)/2)/2)    
2.鄰近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區北側ᆙ鄰烏溪及國道6號，土地使用主要為河川᠁地、

國道6號路堤及堤下道路，部分為東草屯交流道生態濕地、東草屯

停車場預定址，ՠ與計畫區間有國道6號路堤相隔。計畫區南側為

北勢⌇社區，包含聚落、農村工業混合區等，與計畫區間有約20

公尺高地勢落ৡ，並以帶狀次生林相隔。目前有7處產業道路可連

結兩區域(羴圖2.3-6)。 

(1)社區聚落區 

計畫區南側土地與北勢⌇社區約有20公尺高ৡ，以自然植

生帶狀的次生林，形成自然的阻隔與ࣚ線。北勢⌇社區包含養

場、Ր崍、公園、ቴ崋、北勢⌇穦花池等，為一般ڂ型鄉村

聚落。北勢⌇社區聚落主要聚於玉屏路及玉屏巷兩側，以2

至3層د人Ր崍及零售۫為主，與計畫區間因地勢落ৡ較

大，兩ޣ之間連結道路主要為4ɴ6.5ԯ寬之道路，ᗨ然與計畫

區間有7處產業道路可連結(羴圖2.3-7)，然因地勢落ৡ與道路

寬度有限，兩ޣ間的連結性較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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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3333----6666    鄰近鄰近鄰近鄰近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現況分佈圖圖圖圖    
 

北勢湳蓮花池 一般民宅 養殖場
 

圖圖圖圖 2.2.2.2.3333----7777    鄰近聚落現況照片鄰近聚落現況照片鄰近聚落現況照片鄰近聚落現況照片    
(2)農村工業混合區 

計畫區西南側農路連接一處農村工業混合區，包含大型工

ቷ、小型機耐工ቷ、Ր崍及工ቷ混合之四層建物和鐵岮ࡂ，以

及稻岨與果園，環境景觀較為ᚇ，ՠ與本計畫間有高階地與

次生林相隔，可減輕影響程度。ՠ本區與計畫區之間由6ԯ寬

產業道路連接，ᗨ有高度落ৡ，ՠ路況較為平整與ޔ，連結

性較٫，如圖2.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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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3333----8888    農村工業混合區現況照片農村工業混合區現況照片農村工業混合區現況照片農村工業混合區現況照片    
(3)草屯鎮ก化ቷ及埋場 

草屯鎮֣ڱก化ቷ位於計畫區北側，以國道6號相隔，為

南投縣第一০֣ڱก化ቷ。ก化採公辦民營，ૼہ岀展環保

公司經營，預定七年後ᘜᗋ草屯鎮公所，每日可ก化九十五噸

 。量使用֣ڱ足草屯鎮每Ϻ八十噸，֣ڱ

(4)納ମ塔 

大乘金寶塔位於本計畫區之西側ୃ南，民國88年௴用，為

地上四層、地下一層د人經營之納ମ塔，其現況照片羴圖2.3-9。 

 

大乘金寶塔外觀 
大乘金寶塔遠景與 
本計畫南側路界 

 

圖圖圖圖 2.2.2.2.3333----9999    大乘金寶塔現況照片大乘金寶塔現況照片大乘金寶塔現況照片大乘金寶塔現況照片    
(5)獅象山農場 

獅象山農場為د人經營之農場，位於本計畫區西北側(羴圖

2.3-10)，可經由計畫區西側農路連接。其周邊為灌溉水圳及排

水路流經，經環境調查發現，本區之池༠有ᛆ臨๊種的第一ભ

保育類尮ሌ⹛(台灣特有種)，以及罵ี有的屰屿尮小吖

等魚類分布。 



2-14 

 

獅象山農場池塘，上方為國道 6 號 獅象山農場池塘 
 

圖圖圖圖 2.2.2.2.3333----10101010    獅象山農場現況照片獅象山農場現況照片獅象山農場現況照片獅象山農場現況照片    
(6)國道6號用地 

國道6號ᐉ越本計畫區北側，並設有東草屯交流道ᕵೣ穿

越人工湖區。此外，國道六號原計畫於草屯路段設置ԏ費站，

後ׯ為國道6號東草屯停車場，目前ۘ未開ۈ施工，僅預留連

結之涵洞與用地，與計畫區間以道路及鐵ํ網隔๊，現況羴圖

2.3-11。 

東草屯停車場用地現況 東草屯停車場路堤 

 

 

圖圖圖圖 2.2.2.2.3333----11 11 11 11 東草屯停車場現況照片東草屯停車場現況照片東草屯停車場現況照片東草屯停車場現況照片    

(三)人文環境特色 

就地理環境Զ言，草屯鎮位於南投縣交通動線的ࠒോ、是南投縣

的進出ߐ尜，笭有๊٫的地理位置，因Զ造就草屯鎮豐的鄉土文化

與人文特色，人流與車ዊ多為過路型旅客，ऩ能整合觀光資源、地

方產業、交通路網、人文特色，將有շ於草屯地區未來發展，ᘍಥ過

屢依附性的發展ֽ。 

1.草屯鎮鄉土文化-稻草工藝 

草屯鎮ᙑ峮「草竜」Ώ因ܯ日產草竜Զ得峮，據《草屯

鎮ד》中所記翜：「草屯ຉ區，位於ࣧ地東緣山，為出入內山

之中，其餘ཧܗ笘ࡷ、ޣϻ、旅之出入ߐ尜地點，峾為ඤక新

ᙑ草竜之地，日積月ಕ，草竜成，故得稱。」 

隨草竜的ඹ代品興起，稻草製品遭到ి؎，草竜的稻草

工業也ᅌؒ落，目前由草屯鎮公所結合國立工藝ࣴز所(羴圖



2-15 

2.3-12)、草竜鄉土文教ڐ會、南投農岨水利會等組織共同每年

會舉辦稻草文化節，合南投縣內多藝術ৎ共同創作，將稻

草與藝術文化結合，透過稻草工藝文化館進行文化資產推廣、自

然生態保育及體驗、稻草工藝推廣、社區營造、出ހ草竜相關

屔物等，ո力推動稻草工藝之創新與ࣴ發，成為全國稻草工藝之

 。範ڂ

 

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展出近期稻草工藝競賽得獎作  

圖圖圖圖 2.2.2.2.3333----11112222    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草屯鎮稻草工藝文化館現況照片    
資料來源：中岗 E 報、中華日報 

2.產業經濟 

草屯鎮之產業以農業為主，其農特產有花屝、ᘓ、水稻、

葉、羒、आ岤穣、݄、尕西⏯、⽋Ϙ等，土ᝆؔޥ，水

利灌溉設施完善。除農產品外，目前亦加強辦理經濟花屝栽產

竉工作，栽面積合計85公ഘ，其中以ދᅧ、尰花、玉ើ花為

大ے，ᚈ屐、南、新豐地區為主要產地，品質優ؼ。 

農業發展除持續發展原有之農特產品，配合南投縣整۬ࡹ之

自行車道觀光路線，串連現有之農產資源、人文特色資源及地方

產業，配合路線發展觀光農園，提高草屯鎮農產之吸引力與ᝡ爭

力(羴圖2.3-13)。 

 

草屯鎮盛產荔枝 結合自行車道，發展觀光農園  

圖圖圖圖 2.2.2.2.3333----11113333    農農農農業發展現況照片業發展現況照片業發展現況照片業發展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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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百年層圳 

本計畫區內ᇊ⤝ᒱᆕ的灌溉圳路，為草屯地區開ᢜ268年(西

元1743年)之百年層圳「北投新圳」，亦為南投農岨水利會最Ԑ開

發完成之圳路，取水量Q=4.65CMS(立方公尺/ࣾ)，灌溉面積達

1,923公ഘ，是草屯地區灌溉面積最大，影響最ుᇻ之圳路，亦是

草屯農業發展最重要推尝。其後，經圳路埋༞྄ཞ、921大地竘

等，多次整ݯ及অ復，後由南投農岨水利會辦理幹線美化工程，

配合北勢⌇社區周邊環境ׯ善，設置水車、木作ឯ、ᅵ穦池九

০、生態池及ᔍ水池等，獲得當地ۚ民ཱུ大之響，並自願

認養照護，成為北勢⌇社區重要的ۚ民休憩據點。此外，南投農

岨水利會為推廣水利建設成果及水圳文化，自2008年起每年均舉

辦北投新圳文化導覽及ᐕ屰之旅，帶ሦ民進行水利與人文

參訪。 

 

2008 年社區大學參觀 北投新圳隧道出口 計畫區內灌溉圳路及道路 
 

圖圖圖圖 2.2.2.2.3333----11114444    北投新圳灌溉渠道現況照片北投新圳灌溉渠道現況照片北投新圳灌溉渠道現況照片北投新圳灌溉渠道現況照片    
(四)景觀美質評估 

本計畫區內之景觀元素以農હ地、果園、自然山林、ᗡ葉林帶、

ᚇ生地為主，南側為高階地完整生態綠帶，景觀美質ؼ崅ǹ其次為岨

間農路、鐵岮ࡂ等ฯ體結構ǹᇻ景可見北側及西側之नỿ山與九九峰

等自然山景。ՠ因國道6號及其聯絡道位於計畫區內，大面積橋結

構及量體造成ຎ衝擊、景觀不ڐ調等狀況ǹ北側有高壓耐塔০落，

南側可見納ମ塔及3-4層ኴ建物。此外，未來開發之人工湖圍提亦會增

加大面積之量體，फ़低整體環境之景觀美質，因此未來應盡可能提高

景觀優勢和減穓ॄ面影響，考ቾ所有可能的穓和施，如利用植、

地形、結構מ術以遮穤開發的不ؼຎυᘋ，且應避免與周圍環境不

 。ຎ影響ؼ調的材料、形式所造成的不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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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評估控制點之選取，以道路可及性、活動聚處、特殊景觀

價值區、最٫ຎఈ區、ຎ野交᠄處等條件，選擇八處ຎ景觀控

制點，作為景觀資源評估之基礎，評估結果羴表2.3-1、表2.3-2。 

 

圖圖圖圖 2.2.2.2.3333----11115555    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景觀美質評估觀察點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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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1 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1/2) 
景觀ຯ離

及方向 
控制點 景觀美質ඔॊ 

西側 

(ᇻ景) 
A 

1.近景為農岨及草生地，ᇻ景可見नỿ山之山景，綠色岨野、山景景

觀和ᒋ度高，नỿ山並具有自然生態資源之代表性與ᐱ特性。 

2.ᇻ景之聚落建ᑐ物、大乘金寶塔等ฯ體結構，破壞景觀之和ᒋ，破

壞整體景觀，ՠ因ຯ離較ᇻ，影響程度較輕༾。 

 

東北側 

(ᇻ景) 
B 

1.北側ᇻ景為自然資源ᐱ特性高、並具有代表性之九九峰山林景觀，

景觀較為特殊。 

2.九九峰前有國道 6 號ᐉ翓，且有多處高壓耐塔০落，ຎ景觀之和

ᒋ性及完整性受影響。 

 

北側 

(中景) 
C 

1.ᇻ景為九九峰自然山景，近景為農હ地、果園、草生地等自然較高

之岨野景觀，因此景觀之ຎ序列變化性較高，並具有九九峰資源之

ᐱ特性。 

2.岂側可見國道 6 號岀大的結構物ᐉ岽，整體ຎ景觀受衝擊。 

 

東北側 

(ᇻ景) 
D 

1.計畫區北側臨烏溪可見完整的九九峰山林，景觀組成元素完整、和

ᒋ度高。 

2.烏溪河域與九九峰之ᙔ綠帶空間具有高度之生態ᐱ特性及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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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2 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景觀美質評估分析表(2/2) 

景觀ຯ離

及方向 
控制點 景觀美質ඔॊ 

東北側 

(近景) 
E 

1.完整的農岨景觀及ᇻ側山景，沿農路可感受ຎ序列之引導性，整

體景觀元素完整和ᒋ。 

2.北側沿線可見高壓耐塔，ՠ因ຯ離較ᇻ，景觀美質影響較小。 

 

北側 

(中景) 
F 

1.北側九九峰山林具生態資源ᐱ特性與代表性，且國道 6 號為平面路

堤形式，影響較小ǹᇻ處可見高壓耐塔林立。 

2.近景地形平ڶ，以農હ地為主，ຎ序列較ค變化，ՠ北側山林景

觀可提供指引性，增加ຎ景觀變化。 

 

西南側 

(近景) 
G 

1.於計畫區東側，以果園、稻岨、ྕ࠻、綠帶為主要景觀元素，整體

ຎ景觀和ᒋ且具變化性。 

2.南側高階地之綠帶具有生態資源之ᐱ特性。 

 

東北側(中

景) 
H 

1.於計畫區東側攔河堰計畫位址，可觀賞完整之烏溪與九九峰之山林

水色。 

2.國道 6 號高架橋窗立於北側，未來計畫區之攔河堰亦將ᐉ翓烏溪，

ᗨ具ຎ引導性，ՠ量體外觀生ฯ，造成ॄ面的ຎυ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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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邊遊憩資源分析 

本計畫區位於草屯鎮東北側，鎮內峮的觀光景點有九九峰自然

保留區、ᚈ十峨橋、聂南八ړ稼、ฦᛁਜଣ、ཁቺ等(分佈如圖

2.3-16)，南投縣۬ࡹ亦於民國94年於草屯鎮內規劃及設置三條自行車

路線串連此٤景點，總里程約為38.9公里，沿不同路線可ݒ賞到草屯

鎮不同的景色，體驗不同的॥土民。各遊憩據點環境特色、自行車

道路線說明、既有的遊憩活動現況羴ॊ如下： 

 

圖圖圖圖 2.2.2.2.3333----11116666    遊憩據點分佈圖遊憩據點分佈圖遊憩據點分佈圖遊憩據點分佈圖    
1.周邊遊憩據點 

草屯鎮遊憩資源相當豐且多樣，可分為ᐕ屰層ᙬ、ے教崏

ቴ、藝術文化、休閒農園、自然山林景觀五類，羴見表2.3-3、表

2.3-4、表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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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3 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1/3) 
類型 據點峮稱 環境說明 現況照片 

ኦᄪ 

ኦᄪ為三ભ層ᙬ，本০北ර南，為帶護ᓪ

之三合ଣֽ，ߐ外為月࣭池，ኴ分內外ᶘ、

中及後ଣ，內花木ᕷ，ࣿࡾ兩季花香

漫。建ᑐ以መ南統為基本，加以西ࢩ尕ࢶլ

॥，׳融合日式建ᑐ造型、建材與工藝，為

當代最具特色的指標建ᑐ。  ᐕ屰

層ᙬ 

聂南 

八ړ稼 

聂南八ړ稼建於民國 44 年，ᑄ稼ࡂ頂অ耟成

八༧௹坡面形成八ف型，因Զ稱為「八ړ稼」，

是中台灣僅存的層Դᑄ稼，具有相當高的ᐕ屰

文化價值，具ᑄ稼業代表性、文化性、觀光性

與教育性，是南投之寶文建會亦非த重ຎ，現

Ϟ聂南稼業公司運作中。  

ฦᛁਜଣ 

ฦᛁਜଣ創建於మ道光 28 年，Ξ峮文ܱઐ，

主ޘ文ܱࡆ։，為草屯第一০學，民國 74

年經內ࡹ部列為國ৎ第三ભ層ᙬ，所保有的文

物相當豐。其位於ᒩᗡ的稻岨中，相當層ᐆ

 。是多學ηࣹ求考運的重要地點，ࡉ

 

ཁቺ(十

九ᓪࢊ) 

ཁቺ位於草屯鎮南側߁山頂，外形如同一個

ޮॹ的羌ᝳ因此Ξ稱「羌ᝳቴ」，ቴي以ݝ塑

的ᓪ為雕耟並以ᗲआ色為ۭ色，設計融合統

建ᑐ特色且ᕷ複，且ቴᶘ岂前方的護國Ϻࢊ高

達 30 公尺，ۭࢊ基০為आ色穦花Ԏ，頂ᆄ

是持淨݄࢛的觀尺音ᙓ立耰，代表對ᇇ生

的ཁൿ為ᚶ，ࢊη上有 19 條ᓪ和 18 ᛥᅇ的

塑耰，ڹఁ時ᓪࢊ的ᓪ會放出光ؽ，成為

草屯東方最明顯的地標。 

 

 

教ے

崏ቴ 

ഋ۬將ै

ቴ 

「ഋ۬將ैቴ」創建於మଳໜ年間，供ں的主

ઓ是ঞ代開ᄼ罶尸ഋ元光將ै，原係ᅽ建ᄼԀ

ۚ民的崌護ઓ。羳ቴ՞地寬廣，建ᑐ也是

ࣤ，ࡂᛞԔૉᐪ׀式，兩ᆄ高ᖅ崐ᙋ，顯示

出華南ے教建ᑐ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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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4 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2/3) 
類型 據點峮稱 環境說明 現況照片 

國立台灣

工藝ࣴز

所發展中

心 

於民國八十八ׯ制為「國立台灣工藝ࣴز

所」，ᗧ屬於行ࡹଣ文化建設ہ員會，以發ඦ

台灣工藝特色文化，ᐟᓰ設計創新與文化產業

發展，養國民生活工藝素養、美化人生並ߦ

進國ሞ工藝文化交流為主要目標。 

 
草屯鎮稻

草工藝文

化館 

館內主要以展示各類工藝品，如稻草、植物

Ԯ編等工藝品，尤以稻草工藝為主要展示、ࢉ

工藝。亦有工藝之教學課程及其屆相關展演活

動，׆ఈ吸引׳多地方聋體與在地藝術ৎ進行

藝術創作、展示。 

 
南投水利

會土ࠤ工

作站/農

岨水利教

育園區 

園區主要以ᓪࢨ圳相關設施配合解說完整և

現，並開放供民參觀及學ਠ尜外教學，讓民

體會農岨水圳對農業之重要性。同時園中並

設有ᓪࢨ圳文物展示館，ᇆᛥ展示相關文件笐

物與ᓪࢨ圳開ܗ屰ࣔ文獻इ錄。 

 

藝術

文化 

岭ྙ؝Ϻ

லറ物館 

以Ϻ然ڻ木為ମ幹之Ϻலറ物館，展出ል雕、

ዟ作品、木藝、尜外公共藝術等作品。റ物

館內ᇆ台灣全࣪各樹林之ᆒ華，透過岭ྙ؝

之ᐱ特מ法創作，և現木頭之型態、紋理，強

調自然樣ᇮ，，透過௵竎的觀察，化為屌滿生

力的Ϻல作品，因此ᢌ៉為「Ϻ雕」，目ڮ

前以展出岭ྙ؝作品為主，參觀採٣先預約

制，並將由岭ྙ؝親自接ࡑ導覽。 

 

ໜᆕ合ݒ

農場 

ໜ休閒農場兼具生產、休閒、自然教育之功ݒ

能，農場內以大型的香⏯種植場為主要特色，

園區大ठ可分為⏯類體驗區、玉ើ花體驗區、

草岮區、水生生態區、ོክ平台區等，是生態

教學的ؼ崅屢處。 

 

休閒

農園 

象ሷ山

ଷ園/

達ነ山ಷ 

象ሷ山ଷ園/達ነ山ಷ前臨烏溪與鳥嘴潭

人工湖相對，岂緣象ሷ山，區內包含生態休閒

園區、ሌ河木ࡂՐஎ區、ដ٢石洞、Ժ៛營

區、各種達ነ石雕等，為Րஎ與休閒複合式的

ଷ山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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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5 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周邊遊憩據點分析說明表(3/3) 
類型 據點峮稱 環境說明 現況照片 

九九峰自

然保留區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形成Ώ因地ෘ變動和造山

運動，加上外部環境ቃਗ਼的ߟᇑ、॥化和୴

積作用所形成，據說共有 99 個崐峰ཱུ為֧觀

Զ得峮之。ᐕ經 921 大地竘，原本ߙᆧ的山

林在目前ς成為Θ削狀，ᗨ然不同於ܯ日ՠ

其景觀ϝ保有特殊價值。 
 

ᚈ十峨橋 ᚈ十峨橋ᐉ翓烏溪上，是目前台灣保存最為

崅、最長的峨橋。峨橋兩側笭有岭色橋頭ؼ

以及आ色的橋ي，建在山林間顯得׳加突

出，往上游方向࣮ᗋ可ᇻ九九峰美景，橋

下溪ك旁亦設置Α休憩థߜ與自行車道，吸

引多民ଷ日時前往休閒窫ߙ。 
 

自然

山林 

ᓪࣽ率人自聂罳頂ઓ木 Ξ稱為七股ઓ木，相ڳ

北上入笘，七人合股笘Զ得峮七股，樹ស

1600 年，樹圍 8 公尺樹高 32 公尺，݄葉ᕷ

प，周邊目前ς規劃景觀休憩設施，為地方

ۚ民悠閒ಠϺ、ݰૡ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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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 

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分為A(耈ቧ溪-八ړ稼線)、B(國ৎ

藝術村線)、C(߁山線)三大系統，各路線說明、環境特色及可串聯之

遊憩據點羴ॊ如表2.3-6。 

表表表表 2.3-6 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南投縣觀光自行車道草屯環線路線說明表路線說明表路線說明表路線說明表 
路線 路線說明 特色 串聯景點 現況照片 

A 

வ玉屏路與耈ቧ

溪交會路口延耈

ቧ溪兩側延伸至

八ړ稼(頂路

與耈ቧ溪口

溪)，與 B、C 線

相連結，可成一

環線 

此路線主要是利

用耈ቧ溪溪畔兩

側的河堤路規劃

為自行車道，沿

地勢平穓，ຎ野寬

廣，兩側多為岨

園、Ր崍，亦有

園ᓓ 

草屯鎮稻草工藝文

化館 

國立台灣工藝ࣴز

所發展中心 

聂南八ړ稼 

 

B 

起於八ړ稼，延

耈ቧ溪排水兩

側、ߙ屄巷、台

14 線往東，延平

林橋(自行車專

用道)翓越烏溪

至北岸平學路

(投 20)、台 14

線連結至國ۉ鄉 

平林橋以西的路

線主要是利用耈

ቧ溪排水旁及聚

落間的小巷規

劃，道路及ຎ野較

為ઞ。平林橋以

東Ξ稱為ᚈ屐觀

景自行車道，路面

竊有ற色ᛅߙ，兩

側為觀光果園，此

路段具優美景觀

條件可觀賞九九

峰地景及岨園景

觀。 

草屯鎮稻草工藝文

化館 

國立台灣工藝ࣴز

所發展中心 

聂南八ړ稼 

岭ྙ؝Ϻலറ物館 

 ໜᆕ合農場ݒ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ᚈ十峨橋 

 
 

 

C 

வ台 14 線與

頂路路口延頂

路至山頂(ڳ頂

ઓ木)，再延南ڳ

路至與台 14 線

交會路口，亦可

與 B 線相連結，

可成一環線 

此路線主要是利

用߁山東北側既

有的鄉道規劃為

自行車道，地勢起

峉變化大，ࡷ笫性

較高，沿為岨園

山林景色，且有觀

景平台可ఈ草

屯鎮市區及平原

之景色 

草屯鎮稻草工藝文

化館 

國立台灣工藝ࣴز

所發展中心 

聂南八ړ稼 

 頂ઓ木ڳ

ഋ۬將ैቴ 

ཁቺ(十九ᓪ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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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遊憩活動現況 

(1)工藝稻草文化節 

工藝稻草文化節為南投農岨水利會與草竜鄉土文教ڐ

會共同舉辦的農岨窦味ᝡᖻ活動，由於ݝ地ᝡᖻ窦味性高，每

年吸引大ץ民、學η參與，穥為地方٣。大會除進行ᐟਗ਼

ᝡᖻ項目外，屮於ᝡᖻ場地周邊設立ᔍݝ區、稻草遊ᔍ場、稻

草DIY、水岨三生ᚃ關活動、農岨水利成果展示、農特產品展

售、鄉土工藝製作等多項活動(羴圖2.3-17)，讓民Α解現代

農業的多元發展。 

 

 

圖圖圖圖 2.2.2.2.3333----11117777    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工藝稻草文化節活動照片    
(2)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 

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活動，主要是由水利會引導解說北

投新圳興建অ復ۈ末及ᐕ屰，並參訪草屯北勢⌇生態穦花

池、草屯土ࠤ水利教育園區及水利文物館、ᜦ峰ߓᜦ一圳渠

२工及頂抄࠾圳水車、草屯三ભ層ᙬฦᛁਜଣ、草屯鎮稻草工

藝文化館等。 

 

 

圖圖圖圖 2.2.2.2.3333----18181818 2009 2009 2009 2009 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活動照片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活動照片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活動照片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之旅活動照片    
4.與本計畫關聯 

人工湖未來開發後，區內自行車道可與既有自行車道A、C路

線相連結成屮一環線，發展為以水資源教育為主題之體驗路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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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北投新圳流經計畫區南側，未來亦可與北投新圳水利人文產業

之旅、工藝稻草文化節等活動相結合。 

(六)地方意見調查 

1.地方說明會意見摘要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於98年12月15日於南

投縣草屯鎮北勢⌇岛安文教中心辦理地方說明會，參與ޣ包含

民意代表及民等二百餘人，對於本計畫提出多項建議。由於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之主要目的Ώ提供南投及彰化地區之民生用水，

為單一目標使用，為避免影響水質，針對社區說明會所提議之水

上、ഌ域遊憩活動等，ࣣ考量水質Ԧࢉ之問題，因此需列入環

境整體營造之規劃工作項目內，並羴ಒ討評估。針對環境營造

部分之意見如下： 

(1)是ց考ቾ增設觀光設施吸引觀光客，提供ۚ民作休閒活動，以

及ೡ窠品供應生活經濟。 

(2)是ց能留一個湖區給ۚ民發展水域活動。 

(3)建議可建立水資源റ物館之類的觀光景點吸引遊客，才能帶動

此地的發展。 

2.社區ሦ訪談 

本年度環境營造之專題工作，Ώ延續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

性規劃第一年度舉辦之地方說明會內容及ۚ民意見、期初ቩ查會

 。員意見等，進一步進行地方訪談，羴以ᕕ解地方之需求ہ

本次訪談時間為民國99年5月27日，訪談對象以本計畫區所

在之北勢里ሦ，包含經ሱ議員、林ݓ里長、ࢫ村થ理٣長、

以及部分地方ۚ民，於北勢里長Ր處進行訪談(訪談記錄羴附錄

二)，討論之問題主要為土地ቻԏ與觀光遊憩需求，意見摘要如下： 

(1)觀光遊憩需求：׆ఈ能有部分湖區可提供觀光、遊憩功能，回

㎸給地方ۚ民參與經營，最崅可提供70公ഘ以上土地，讓ۚ民

經營管理。 

(2)土地ቻ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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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針對土地ቻԏ之農民，是ց能保留自હ農ي份ǻ 
B.土地ቻԏ費是ց考ቾ比照「小地主大՝農」方式，由۬ࡹ以ચ

翎方式܍ચ用地，每年提供休હ補շ，除可保留農民ي份，亦

可維持農民部分ԏ入。 
C.北勢⌇地區公告地價ୃ低，ቻԏ費用不足以提供農民屮農地

હ作，可ցڐշ調整地價。 
D.自F池至烏溪橋河段之河川ݯ理計畫線較ୃ南側，建議調整河川

 。理計畫線，其餘用地ջ可作為人工湖使用ݯ
(3)社區意見ᆕ合回覆 

經社區說明會以及訪談之資料顯示，社區ۚ民主要關心之

議題為土地ቻԏ與觀光遊憩兩個面向，然本計畫人工湖為民生

用水之單一目標使用，針對社區之問題與需求回覆如表

2.3-7。 

表表表表 2.3-7 地方意見回覆表地方意見回覆表地方意見回覆表地方意見回覆表 
地方意見彙整 初步回應 

觀光遊憩需求 

1.規劃觀光及遊湖之湖域，並導入觀光與遊

憩活動。 

觀光及遊憩在不影響人工湖蓄水功能及符合相

關法規前提下，可評估導入低度開發之觀光遊

憩活動。 

預計可於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高架段下方，以

不影響橋體與人工湖安全為前提，評估導入適

當之觀光及休憩活動。 

土地ቻԏ及用地問題 

1.計畫區內土地ቻԏ之模式，以及公告地價

ୃ低問題。 

人工湖用地目前均以ቻԏ為主，ऩ土地ቻԏׯ

以ચ翎之方式，初步評估ચ金費用ϼ低，可接

受度也較低，ە再評估。 

公告地價問題ς上և給南投縣۬ࡹ，需等ࡑ縣

۬辦理。 

2.ቻԏ土地之農民是ց可保留自હ農ي

份ǻ 

自હ農ي份഼失之問題為全國一體適用，需要

透過立法ଣ及經濟部等各部會，共同ࣴ本問

題。 

3.烏溪ݯ理計畫線是ց調整ǻ 
烏溪ݯ理計畫線計畫由水利規劃試驗所尝進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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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意調查 

依據99年度「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補屌地質調

查、測量ᄤ民意調查」之調查(羴附錄三)，針對社區意見訪談及

問卷調查初步成果如下： 

(1)初步ᕕ解地方ሦ對本計畫多持支持之࣮法，惟依各單位相關

意見，本計畫建議後續工作對A.不ཞ及農民益(農保問

題)ǹB.土地竿量以較高ቻԏ價ቻԏǹC.ֽ部開放湖區(屮設

帶狀遊憩湖)帶動當地觀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ǹD.建堰後防ࢫ

能力有強力說明ǹE.其屆，如ዴ保水利會水並對下游保留

水量ᅖᅅϒ以增加、攔河堰上游履側羒園వ水問題、環境生

態補償及彰化、南投供水比ٯ等，進行ు入ࣴز及ྎ通。 

(2)本計畫之ϸ對ᖂੁ多源自於土地所有人，因ቻԏ農地將造成

農保ي份഼失，ཞ及既有益，且土地ቻԏ如依目前公告現值

ቻԏ，部份農民認為價ϼ低，ᜤ以接受，且後續生計不知羳

如Ֆ維ᛠ，故如要利推動本計畫，ϝ需對上ॊ問題進行多方

面ྎ通及說明。 

(3)針對土地所有人之問卷調查，八成以上知道本計畫，主要由

地方說明會與親ܻ崅友處得知，並且分別有46ʘ認同本計畫可

營造生活環境美質ǹ40ʘ認為開放人工湖會影響蓄水水質ǹ37

ʘ認同人工湖有շ於發展觀光產業ǹ54ʘ認同人工湖導入觀光

產業，所帶來之人ዊ將影響日த生活ǹ僅17ʘᜅ成烏溪鳥嘴潭

人工湖計畫，40ʘ為有條件ᜅ成，不ᜅ成ޣ亦有40ʘ。 

(4)針對一般民之問卷調查，69ʘ民知道本計畫ǹ55ʘ的民

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水量ǹ32ʘ民認為應羳發展休

閒觀光產業作為補շ回㎸、28ʘ及25ʘ認為應補շ地方建設及

提供行ࡹ資源ǹ49ʘᜅ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29ʘ為有條

件ᜅ成，不ᜅ成ޣ僅՞19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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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課題對策與發展潛力 

(一)發展潛力與限制評估 

1.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 

鳥嘴潭基礎工程之設計ޔ接影響本計畫之發展，故列表討

基礎工程各項目對本計畫發展之限制及條件，做為後續各項工作

進行之依據，羴表2.4-1。 

2.SWOT分析 

SWOT分析原屬於峐業管理理論中的一種策略性規劃方法，

主要在考量峐業內部條件的優勢和峟勢，是ց有利於在產業內ᝡ

爭，及峐業外部環境的機會和ુ࠶，來討產業未來勢之演變。

SWOT分析מ術主要分成兩部份，ջ內部分析與外部分析，內部

分析的目在於Α解分析本ي的強১處，Զ外部分析則在於Α解外

部環境所造就出來的機會與ુ࠶，此一ࡘ維模式可ᔅշ分析ޣ多

面向考量、分析利ᄄ得失，פ出ዴϪ之問題所在，以設計對策加

以因應。 

為能系統性且זೲ地ᙶమ人工湖開發後其環境營造之發展潛

力與限制，在此引入SWOT分析之觀點，對計畫區環境內在優勢、

峟勢，及外在൨求的機會、ુ࠶四面向進行評估，羴表2.4-2。 

3.ᆕ合分析 

本計畫區與國道六號及交流道ᆙ鄰，為進入南投地區之重要

尜，未來人工湖開發完成後，將帶來大量的水域空間，Ξ配合ߐ

北側九九峰特殊山林景觀，於交通區位、地景地ᇮ、觀光旅遊系

統等面向ࣣ成為一重要的據點。故湖區環境營造時，除進行空間

綠美化增加整體景觀美質及和ᒋ性外，ऩ在維持蓄水功能及水質

保護之前提下，適度導入觀光設施、草地及林相空間，將能讓民

在此進行各項休閒活動，亦可創造回㎸地方ۚ民遊憩經營之機

會，ߦ進區域整體發展。ՠ由於未來計畫區內可使用的腹地小，

人工湖圍堤地形變化變化大，且受相關法令限制，環境發展及設

施規劃上將受限，因此計畫區未來應針對環境優勢及潛力加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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ච，並լ服腹地小、法規限制、地形變化之ຎ衝擊等問題，

以最小成本達到環境ׯ善最大之效益。 

表表表表 2.4-1 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人工湖環境營造之基本條件彙整表 
項目 基礎工程概ॊ 環境營造之限制 未來發展原則 

用地範

圍及蓄

水範圍 

用地範圍面積 243.94 公ഘ，滿

水位蓄水面積 125 公ഘ。 

北岸圍堤ᆙ鄰國道 6 號路堤，

D、E 湖區西北側沿東草屯交流

道聯絡道處考量橋台基礎形式，

圍堤ջ退縮。 

南岸۟ዬ線較భ，圍堤位置ࣣ退

縮，離ச坡 20 公尺以上。 

D、E 湖區間為東草屯聯絡道，

安全考量圍堤位置亦退縮，離橋

台基礎各約 50 公尺。 

管理中心預定位置為A’池東側至

ச坡間。 

環境營造將以不影響

工程規劃之蓄水量為

原則，故未來可營造

ഌ域面積將受限。 

可利用之腹地空間為

D、E 湖區西北側、南

岸圍堤與ச坡間、東

草屯聯絡道與 D、E 湖

圍堤間、A’池東側管理

中心預定位置。 

可營造ഌ域面積有限，故

環境營造將以空間綠

化，增加水域、圍堤及周

邊環境間的空間連續

性、整體性為基本原則。 

休閒活動據點、公共設施

設置以腹地空間較為廣

大之區域設置。 

圍堤 

形式 

圍堤採 1：2 坡面，堤頂做為環

湖道路，總寬度為 10 公尺。 

CǷD 西北ف地面較低堤後坡面

採 1：4 坡面。 

湖區間相鄰之圍堤以 1：2 之坡

面銜接。 

7 個湖區每區上下游間高程ৡ約

4-6 公尺。湖區間的堤頂道路需

以堤後道路相連結。 

考量蓄水功能、圍堤

安全、維অ管理等各

項需求，圍堤可營造

形式將受限。 

湖區間圍堤的地勢落

ৡ大，易讓有動線連

續性不٫、ຎ阻隔

等感受。 

在不影響圍堤基礎結構

及後續維護管理之前提

下，針對圍堤形式進行ಒ

部調整與建議，增加整體

區域空間之ڐ調性及機

能性。 

水質 

人工湖以蓄水及供水為主要標

的，提供做為彰化、南投地區之

生活用水，故未來開發完成後，

其水質需符合自來水之標準。 

發展觀光活動將會對

水質有所影響。 

喬木落葉、動物復育

產生之排ݧ物亦可能

會造成水質Ԧࢉ問

題。 

發展觀光活動將以ഌ域

活動為主，並ර向低度開

發且不影響水質為原則。 

植栽選擇時考量其落葉

特性，且動物復育之棲地

空間創造盡可能選擇在

於圍堤外側。 

取水工

程 

堰軸設於北投新圳上游約 600公

尺處，取水進沈砂池、量水ኲ後

延堤防內側設置引水路(明渠及

ᒾ道) 

取水路一側為堤防，

屮一側為果園或

地，且水路為明渠，

其屆可利用之腹地

小，且為線性空間，

發展將受限。 

沿輸水路之線性空間適

合以簡易綠化、低度開發

為原則，亦可導入自行車

道、環境教育解說等輕度

的休閒活動。 



2-31 

表表表表 2.4-2 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環境營造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峟勢(Weaknesses) 

人工湖交通區位ؼ崅，位於國道 6 號東草屯

交流道旁，為進入南投地區之重要ߐ尜，且

與 3 號࣪道ຯ離近，故未來服務範圍廣大。 

計畫區北側ॸ烏溪及九九峰，景色優美，景

觀美質評價高，具地景優勢。 

人工湖開發後，不僅可做為彰化、南投地區

之供水，其 7 處蓄水區帶來的大面積水體景

觀，亦將能提ϲ環境ຎ美質，且臨水域空

間可同步帶來多種休閒觀光活動。 

計畫區聯外出入口多位於農路上，道路ઞ

且ଥ。 

人工湖開發後，Ԍ除水域空間及圍堤空間，

其屆可利用腹地小，發展上受限。 

湖區間地勢落ৡ大，且各湖區的堤頂道路需

以堤後道路相連結，動線連續性不٫。 

圍堤量體外觀生ฯ，且圍堤會將水域及ഌ域

環境隔離，將產生景觀衝突及區域生態影響

之問題。 

機會(Opportunities) ુ࠶(Threats) 

鄰近地區並ค人工湖、水或相關的水利設

施，可提供環境教育之機會。並可與草屯地

區的觀光活動相結合 

上位計畫烏溪流域藝術大道之理念可於本

計畫落實。 

堤頂空間自行車道可與周邊自行車動線系

統相ϕ串連，共同發展其遊憩機能。 

社區期能規劃觀光遊憩及水域活動空間，並

由社區ۚ民經營及維護管理。 

計畫區將屬於水蓄水區範圍，且湖區蓄水

主要供做民生使用，各項開發、使用、及水

質ࣣ需符合相關法令及標準。 

現地生態資源豐，人工湖開挖及建設造成

之破壞應進行補償施。 

(二)課題與對策 

依計畫區相關資料的ᇆ、現地查、發展潛力及限制評估後，

計畫區進行環境營造發展將面臨以下൳項課題，並提出其相關對策： 

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課題一：：：：如Ֆ提ϲ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和ᒋ性如Ֆ提ϲ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和ᒋ性如Ֆ提ϲ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和ᒋ性如Ֆ提ϲ湖區空間之景觀美質及環境和ᒋ性。。。。 

說明：國道6號及其聯絡道ᆙ鄰並翓越計畫區，橋體外觀生ฯ，未來羳

如Ֆ減穓此ຎ衝擊，且湖區間的圍堤高低落ৡ為4-6公尺，大

面積的圍堤量體羳如Ֆ進行美化ǻ 

對策對策對策對策：：：： 

1.國道6號路堤、高架橋方面，可應用植栽進行ࢋ化，增加與計畫區

整體環境之和ᒋ性，如：堤坡表面種植草岮及灌木、堤罿處種植大

型喬木進行遮穤、高架橋橋植生綠化等。 

2.人工湖圍堤方面，亦可利用植栽等自然素材ׯ善其খ性質感，如：

堤內坡滿水位以上網植生、道路兩側外種植灌木及喬木、設施形

式自然化或自然素材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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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ච環境優勢，利用計畫區水域、草澤及周邊環境之林相、山景等

景觀元素，創造一自然且ڐ調之場域空間。 

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課題二：：：：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如Ֆ導入休閒遊憩機能，，，，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創造觀光發展之機會。。。。 

說明：水資源景觀具相當大的吸引力，人工湖蓄水後將形成一優美水

域景觀，未來在不影響湖區水體水質之前提下，可利用簡易的

遊憩服務設施佈置，讓周邊的ۚ民或遊客可前來此地活動，社

區ۚ民亦期能發展觀光及水域活動，故未來湖區應如Ֆ規劃，

提供遊客高品質之遊憩體驗及服務。 

對策對策對策對策：：：： 

1.ຎ可用腹地、法規限制及活動所需空間，劃設活動範圍。 

2.遊憩活動種類可多樣且具創意，ՠ應以不ԡࢉ水源、不造成環境衝

擊為原則。 

3.交通動線方面，聯外道路應設置導引系統，讓遊客能利進入計畫

區ǹ區內交通則建議以自行車為主要的交通工具，且設置汽車停車

場、自行車道、自行車停放架、交通指標牌等設施，並可與周邊環

境相ϕ串連結合成一完整的遊憩路線。 

4.遊憩設施方面，可將服務中心與管理中心結合，提供൵所、ᓓ、

環境教育等基本的旅遊服務。計畫區因空間特性特殊，湖岸邊可用

腹地小，故可利用口型、線性休憩空間規劃觀景平台、活動廣

場、遮ැ架、活動ዸ頭、自行車出ચ處等設施，強化環境機能以

增加遊客停留之意願。 

5.環境意象塑造方面，可在入口處以在地特殊元素，塑造地區ߐ尜意

象，加強遊客對當地之峣象。 

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課題三：：：：人工湖工程開發後人工湖工程開發後人工湖工程開發後人工湖工程開發後，，，，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如Ֆ兼顧環境生態之保育及復育。。。。 

說明：人工湖開發本是破壞既有生態的行為，當地動植物生態將有ହ

大之ׯ變，對地景及環境亦將造成多的衝擊，故未來應如Ֆ

加強環境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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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對策對策對策：：：： 

本計畫區環境營造規劃時應考量動物窾移廊道及棲息地環境之

保育觀念，在人工湖安全蓄水及水質保護原則下，適度的以穓衝林

帶、草澤濕地、原ۈ林相復育等生態補償方式，塑造適合生物棲地之

環境，及使用工程生態友善方案。 

五五五五、、、、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規劃理念與構想 

(一)發展理念 

1.以自然為本(eco-centric)ɡ生態補償施 

人類的開發本均是破壞生態的行為，Զ補償制度是對於人類

活動的ॄ面影響所採取的穓和及補償施，針對工程建設導ठ生

態功能或生態價值之ཞ্，通த以創造 (Creation)、復育

(Restoration)、ׯ善(Enhancement)或保育(Preservation)棲地等

方式ϒ以ᔆ補，使得整體生態品質能維持在相同或׳高的水準。

其執行方法一般可分為避、最小化及補償三種，避是檢討開

發案本ي對開發地點之需要性，或是有ค其屆ඹ代地可用，最小

化是當開發案ค法避時，檢討其是ց可以縮小規模的步ᡯ，補

償則當開發案ค法免除其環境破壞時，所岊採取的補償施，

த見實ٯ為增加綠地、濕地空間等。 

此外，生態補償依生態功能可分為同質補償(In-kind)與౦質

補償(Out-of-kind)，依補償地點可分為現地補償(On-site)與౦地補

償(Off-site)。同質補償Ώ使用相同棲地、物種或相同的生態功能

來補償破壞的自然棲地，౦質補償則使用相類՟的棲地、物種

或生態功能來補償破壞的自然棲地ǹ當補償地點在ٗ٤衝擊

區域內部進行，ߡ稱為現地補償，補償地點在受衝擊區域之外部

進行，則稱為౦地補償。Զ同質補償、現地補償則最த見及最ޔ

接的補償方式，先ᕕ解工程對物種造成之衝擊，再建立適當之補

償方式。 

2.以人為本(anthropocentric/homo-centric)ɡݯᕍ性景觀及ࡠ復

性環境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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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讓人放、ࡠ復，進Զߦ進ي心଼ந的環境，稱之為

ᕍ性景觀(therapeutic landscape)，如人ॺ࣮到屌滿植物的自然ݯ

環境，會引導出岗面ᆣԶ減少壓力，並能防尩ॄ面ࡘ考，讓生

理狀態ࡠ復穩定，Ξ如環境中具有較大面積的綠地、植、溪流、

或湖ݲ產生之ॄ離ηߡ有շ於提ϲ人體ୋ交感ઓ經的功能，讓ي

體଼ந等。因此，ݯᕍ性景觀ʏ園的設計也越來越受到重ຎ，

美國景觀設計ৣڐ會也開៘Α「保଼與ݯᕍ性設計」之特別ሦ域

來專ߐ討、發展ݯᕍ性景觀的設計準則，並加以推廣ݯᕍ性景

觀的概念。 

一個可讓人自ੲമ、壓力中復原之環境應具備四種特ቻ： 

(1)ᇻ離性(being away)：高自然度之環境。 

(2)延展性(extent)：結構較為豐且具連ೣ性之空間，如:有可觀

察的生態環境、可的步道小৩等。 

(3)竲力性(fascination)：含ࡴ多具有吸引力的٣物，ٯ如：動

物、樹或植物、水景等。 

(4)相容性(compatibility)：可增加個人與環境間的ϕ動，如：岌ᘪ、

଼行、觀賞、平ᓉ的ుࡘ等。 

3.實質發展內容 

本計畫人工湖之開發，對既有的生物棲地將造成不可回復之

破壞，ՠ在人類ف度，除可提供日த生活之用水外，人工湖整

體環境營造規劃，亦可提供本地區高度自然的景觀環境。依據上

ॊ兩個面向的發展理念，未來本計畫區環境整體營造應達成以下

目標： 

(1)提供生態補償場所 

本計畫人工湖開發所造成之生態破壞，應以生態補償制度

為理念，於基地內多增加綠地空間及創造焦點動物(保護ദ物種)

棲息及移動之場所為目標，作為補償施。ٯ如計畫區內主要

的焦點物種為兩棲類、小型থ٢類及鳥類，1ɴ10公尺寬之喬

木及草本植物所覆ᇂ的地表將有շ於೭٤動物的棲息及移動。 

(2)塑造高自然度綠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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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讓人放、減壓、ࡠ復的環境，除整體環境綠美化

施，以隔離市及人工構造物外，應善用環境條件，選擇適

當地點配置連續性之步道、小৩，讓遊客能在自然環境中ණ

步、賞景ǹ配合節點空間塑造多樣化的景觀，提高整體環境之

變化與竲力ǹ配置導覽解說設施，增加環境與遊客間之ϕ動，

讓遊客屌分٦受及體驗自然山林與水域景觀，進Զ達到ي心放

之景觀ᕍᘰ之功效。 

(二)發展定位及執行策略 

1.發展定位 

(1)上位指導計畫發展方向 

本計畫人工湖位於烏溪河畔，未來應ᒥൻ南投縣ᆕ合發展

計畫中提及的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塑造之發展定位，利

用文化資源發展出具多樣文化特色的觀光線。 

(2)本計畫發展定位 

考量前ॊ計畫區環境特性、發展潛力，建議以「烏溪河畔

之湖波ᕏ漾」做為環境營造定位，當༾॥過人工湖湖面時，

除漾起ତତ水波ᅎᅓ，亦同時ᕏ漾交᠄綠意、ធ香、人文

息、ઢ。 

2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 

為能讓計畫區達前ॊ之發展目標，並同時符合以自然為本、

以人為本之理念，計畫區環境營造規劃應ᒥൻ以下൳項原則發

展，羴ॊ如表2.5-1。 

(三)遊憩發展定位 

由北側進入之遊客以國道6號往台中及國ۉ、等旅遊線為

主，竧留本區之時間可能較為短暫，其遊憩活動範圍亦中於計畫區

北側ǹ計畫區南側為北勢里社區及台14線，西側為台3線，遊客來源

主要為社區ۚ民及草屯、ᜦ峰等地區之遊客。因此本計畫平日及ଷ日

之遊憩類型及遊客來源、動線均有所ৡ౦。以下針對計畫區區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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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能遊憩範圍，區分為北側及南側兩個遊憩帶，分析其遊憩發展定

位及遊憩發展方向如下： 

1.遊憩發展定位 

(1)北側遊憩帶 

北側遊憩帶之旅遊定位，主要為服務國道6號之交通旅

次，並且以ଷ日遊客為主。 

A遊憩類型 
以經國道6號之旅客為主，遊客主要之目的地為國ۉ、

里地區之觀光遊憩景點，因此停留於本計畫區之時間可能較

為短暫，旅遊時間以ٯଷ日為主。 

B遊憩動線 
自國道6號東草屯停車場停車後，以步行或自行車方式進

入本計畫區，或由東草屯停車場銜接烏溪防汛道路至管理中

心。因停留時間較為短暫，主要遊憩範圍為計畫區北側腹地及

各池區間廊道，或沿北勢⌇排水間退水路之堤頂或堤後道路前

往管理中心。 

C.觀光遊憩內容 
北側帶狀空間與國道6號為鄰，受國道6號高ೲ行竩之車輛

衝擊較大，因此本區需設置適當之隔離綠帶，減穓車輛行竩之

衝擊ǹC、D池西北側之腹地為東草屯交流道及國道6號，可導

入地方語彙之意象雕塑、水資源意象地標物作為ຎ焦點，增

加遊憩吸引力。北側帶狀空間則配合隔離綠帶及生態環境營

造，導入生態、水資源導覽解說，並可配合藝術活動，作為尜

外展覽空間，讓遊客在短時間停留過程ջ可ᕕ解水資源應用，

以及本地區文化藝術特色。由東草屯停車場沿烏溪防汛道路可

接到達管理中心，管理中心配置水資源റ物館、農特產品展ޔ

竉中心、旅遊服務等，短時間停留之遊客亦可在短暫停留期

間，屌分ᕕ解水資源、農村藝術之遊覽，並可進行休閒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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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1 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分析表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分析表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分析表發展原則及執行策略分析表 
發展原則 說明 執行策略 

1.空間綠

化，自然

景觀創造 

ࡎ工程開發後對整體環

境之ຎ衝擊，並以應地

形、地ᇮ環境，創造具自然

地ᇮ特性之景區配置。 

圍堤堤坡進行ࢋ化，尤其地勢落ৡ較大之堤坡，盡

可能以喬木、灌木削減衝突感。 

堤頂兩側栽植遮蔭喬木，盡可能使用原生樹種，臨

水側植栽以不易落葉樹種為主。 

2.休憩據

點與休閒

動線規劃 

在湖區空間內選擇多處定

點，規劃為以自然休憩為導

向之休閒空間，提供民體

驗自然॥光、٦受水域林蔭

之美等輕度活動。且規劃湖

區整體之遊憩路৩，不僅串

連湖區內各據點，亦可延伸

與周邊草屯自行車環線相

連結。 

可利用較寬廣之腹地(D、E 湖區西北側、南岸圍堤

與ச坡間、東草屯聯絡道與 D、E 湖圍堤間、A’

池東側管理中心預定位置)，或水岸與圍堤間之綠

帶或景觀ຎ野優美處設置休憩據點。 

提供之休閒服務設施以輕量簡單並採用自然材質

為原則。 

休閒動線包含自行車道及步道，自行車道可利用堤

頂維護道路規劃，ՠ因湖區間堤頂道路地勢落ৡ

大，故應加強其間之連結性ǹ步道可沿水域邊ࣚ或

具吸引力之景觀設置。 

3.教學、

導覽解說

設施及場

景之規劃 

建構自然體驗、水資源教育

及地方文化體驗之環境，提

供教學體驗之用，期能帶給

下一代ؼ崅的教育示範，

養民重ຎ環境保育、൧重

地方人文等觀念。 

配合休閒動線於重要節點位置(北投新圳水路沿

線、蓄水湖區水岸、生態觀察棧道、取水口、沈砂

池等)設置水資源教育、動植物等自然生態環境進

行介紹解說。 

4.生態活

動及棲地

空間創造 

以生態補償及棲地環境復

育的觀點，在人工湖開發工

程安全及水質保護考量前

提下，建構一個自然生態環

境，ᇶ以保育、育現有原

生物種，提供鳥類、兩棲

類、植物、的ؼ崅棲息地。 

本計畫區未來ค灌溉需求，考量下游灌區水路連

通，於人工湖南側新設排水路，其形式為 1:2 砌石

邊坡，適合生物棲息及窾移，並配合南側的次生

林，未來適合營造為生態活動空間。ՠ圳路水量

大，亦可配合相關的友善設施。 

南側圍堤內空間亦可設置小型水域草澤區，種植水

生植物、濱水植物，創造水域生物棲息地。 

相較於單一樹種的植生方式，複層植栽׳能融入自

然景觀，灌木層與地可以作為提供土地生養的前

ঝ，並創造多樣性的生物活動空間。 

5.地方語

彙創造 

發屬於當地特色之元素

(如草竜、稻草、北投新圳、

穦花、九九峰、農產品等)，

並將此元素應用於設施形

式及環境意象物上，ᗋ原地

方發展起ۈ點的ᐕ屰ف色。 

利用空間基調、地方特色基調，൨פ計畫區合適之

色調，作為計畫區之色ற意象。 

設施材質應以現地及周邊可見，並能與自然環境

融合之素材為主。 

將當地元素藉由圖形、吉祥物等方式，應用於設施

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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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側遊憩帶 

南側遊憩帶遊客來源定位為社區ۚ民及台3線、台14線之

遊客，其型態包含平日遊憩活動，以及ଷ日之觀光旅遊。 

A.遊憩類型 
南側遊憩帶遊憩類型可區分為社區ۚ民及一般遊客。因社

區聚落主要中於C、E、F池南側，本地區之ۚ民以平日賞景、

運動、休閒活動為主ǹऩ為台3線及台14線前往之遊客，則以

ᜦ峰、草屯地區觀光遊憩活動為主，因此停留時間較長。此外，

依據第參章周邊遊憩資源分析可知，草屯地區ۘค自然生態觀

光旅遊之遊憩景點，ऩ結合本計畫之遊憩規劃，可增加草屯地

區觀光旅遊類型，亦可增加外來遊客停留時間及意願，對於草

屯地區觀光發展ཱུ有շ益。 

B.遊憩動線 
社區ۚ民活動動線主要由C池、E池、南側進入本計畫區，

ऩ為平日活動，則範圍可能中於計畫區南側帶狀空間ǹ台3

線及台14線遊客則可能自計畫區西側農路、東路、玉屏巷、

玉屏路進入本計畫區，於計畫區內進行較長時間的遊覽活動，

遊憩活動可能涵ᇂ全計畫區，進行全區之遊覽。 

C.觀光遊憩內容 
社區ۚ民以平日活動為主，如ණ步、᚛自行車、଼و、ᄌ

າ等。外來遊客停留時間較長ޣ，可能為自行車᚛乘活動或全

區遊憩活動。南側帶狀空間則可配合次生林營造完整的生態綠

廊，依據生態調查內容，營造動物棲地、穓衝植栽、草澤濕地、

多樣化複層植栽等空間，配合導覽解說設施，提供生態教育及

導覽之功能ǹ東側的管理中心則可規劃水資源教育及റ物館，

提供遊客ు度旅遊服務ǹ湖間堤頂道路則可配合設置綠地、賞

景平台等設施，提供遊客停竧、賞景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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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憩容量推估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之核心目的為「水源運用」，以水資源營

運管理為主，整體環境營造為附加效益，因此遊憩發展應ර向低

度開發，避免與水資源運用發展衝突。整體環境營造帶來之遊憩

效益ᗨ有շ於本地區整體發展，ՠ過多的遊憩人ዊࠅ可能造成本

計畫區水源應用及管理之問題。因此，本計畫以整體開發區範圍，

推估計畫區內環境容最٫旅遊人次，作為未來ಒ部執行階段，

各項服務設施總量配置及營運管理之參考。 

本計畫主要遊憩活動為環湖自行車道賞景，參照美國尜外遊

憩ֽ(BOR ,Burean of Outdoor Recreation)所作之遊憩容量ࣴ

以᚛乘自行車道最٫容範圍，建議於低ஏ度時每म里9輛，ز

(14.5輛/公里)，本計畫區自引水路起至水池蓄水區環湖自行車

道，總長度約13.14公里，故最大容量約為190輛自行車，並ଷ

設至此᚛乘自行車為屜日活動，每人᚛乘一輛自行車，推估每日

遊客量為190*2(遊客轉ඤ率)ɨ380人，每年遊客量則為380*365

ɨ138,700人。 

(四)全區發展構想 

1.農村藝術化構想 

本計畫之人工湖Ώ為提供南投及彰化地區民生用水，具有ޔ

接之水資源效益。然人工湖的開發將至少需ቻԏ約240公ഘ之農

業用地，不僅破壞原本自然ᐆ實之農હ型態，岀型開發之量體亦

破壞整體環境之和ᒋ性，對於本地區之影響ࣗ大。 

「農村藝術」之發想主要來自於農村場域所形構出的日த生

活方式、人ሞϕ動關係，以及其所產生之地方ᐱ特節ቼ活動、音

、ᆸᗂ等，透過生活經驗上的境與內容，所產生之感經驗

(John Dewey, 1859-1952)。因此，本計畫主要依ൻ上位計畫(南

投縣ᆕ合發展計畫)之指導，延續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之發

展構想，並經由前章節人文環境特色之調查，ܜ取農村生活之基

調與元素，將其導入全區環境營造，以「農村藝術」作為本計畫

之整體營造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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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農村生活基本元素為基礎，後續環境營造之應用與

落實如下： 

(1)利用腹地及綠化空間，提供場地作為ۚ民或當地藝術工作ޣ的

展演空間，如利用草坡作為稻草工藝品之展演空間。 

(2)將農村生活之藝術轉化為意象，導入本計畫環境營造之設施，

如配合分區環境營造之重點，可設計農作影、水尶હ岨意ٯ

象物作為地景藝術。 

(3)建ᑐ物之材質、外型、ᚑ色、࠻內空間等，ܜ取農村元素作為

意象，將農村生活藝術導入建物空間。 

2.整體空間配置規劃 

依據環境資源分佈、人工湖主體、周邊環境條件、發展潛力，

將本計畫區分為六個機能空間發展，分別為『管理中心服務區』、

『引水路悠遊綠廊』、『湖畔漫遊區』、『水漾景觀廊道』、『活

水生態綠廊』、『悠活轉驛服務區』，並將A’池及A池北側用地納

入規劃建議，相關位置及發展重點羴圖2.5-1。 

3.圍堤斷面形式說明 

本計畫各湖區之堤頂道路，未來建議僅供維অ車輛行竩，遊

客車輛僅能行竩於堤後道路，再ׯ以步行、自行車方式進入堤頂

活動。人及自行車ջ能利用堤頂道路空間進行活動，不需屮設人

行、自行車混合道，不僅能減少計畫區內ฯ體竊面面積，且可依

各分區發展構想，規劃為綠帶、親水空間、草澤濕地等。 

 

環境營造建議圍堤斷面形式 
 

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    圍堤斷面空間說明圖圍堤斷面空間說明圖圍堤斷面空間說明圖圍堤斷面空間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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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區發展構想 

1.引水路悠遊綠廊 

(1)位置：管理中心與攔河堰間之引水路(羴圖2.5-2)。 

(2)環境特性： 

起自台14線之炎峰橋，沿烏溪南邊堤岸至北投新圳取水

口，連結至本計畫區道路，北側可見完整的九九峰山罵，以及

烏溪景觀，南側為既有次生林帶，為計畫區內ᙔ、綠帶景觀最

為和ᒋ之分區。整體分區為帶狀空間，並包含取水及引水工

程，未來計畫區ഭ餘土方部分將୴置於輸水路上方，至既有堤

防堤頂之高程。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區起自炎峰橋，沿線經取水口、沈砂池至引水路為一帶

狀空間，沿線為重要的引水工程(沈砂池、量水ኲ、水路渠道)。

除土方୴置上方及周邊綠美化，因本區沿線為重要之引水工

程，配合沿線重要水利工程，規劃自行車及人行混合道，自炎

峰橋入口處設計具特色之入口意象，讓民可明ዴᕕ解本計

畫，吸引民進入遊覽。 

自取水口、沈砂池至引水路為一帶狀空間，未來計畫區ഭ

餘土方將୴置於輸水路上方，至既有堤防堤頂之高程，可利用

填土空間進行綠美化，並發展為原野型的遊憩廊道，沿水路路

線規劃自行車道及步道，設置粗放及低維護之休憩設施，如圖

2.5-2、2.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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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2222    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計畫區分區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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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引水路悠遊綠廊原為次生林帶，未來除取水工程及填土

外，西側維持其次生林生態，以低度發展為原則，並規劃全線

自行車道系統，僅配置基礎遊憩設施，如休憩థߜ、০ශ等，

提供自行車道᚛乘、自然賞景、生態觀察解說、水資源導覽解

說、休憩、野ᓓ等活動，其ಒ部發展內容及設施羴表2.5-2。 

表表表表 2.5-2 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引水路悠遊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 

水利工程景觀 

(取水工程) 

水資源導覽 

自行車賞景 

導覽解說設施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自炎峰橋至北投新圳取水口 

取水工附近 

烏溪河岸景觀 

九九峰自然地形

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野ᓓ 

解說設施 

步道/棧道 

賞景平台 

休憩ߜ台/০ශ 

ຎ現況可用腹地，配合取水工程

施設。 

林帶動植物生態 
଼行/ණ步 

生態解說 

休憩థߜ 

休憩০ශ 
全線，ຎ現況可用腹地施設。 

(5)分區配置內容： 

A.自行車道自台14線炎峰橋至管理中心，全線以生態發展及原野

型自行車及步道為原則，設置寬度至少5公尺之自行車及人行混

合道，竊設透水性竊面、指示標誌，岊要時設置圍ឯ，並應ຎ

現地調整自行車坡度。 
B.東北側台14線入口設置入口解說牌，讓路經台14線的遊客及過

路人，ᕕ解本計畫緣起及目的，進Զ吸引遊客前來。 
C.沿路重要工程節點設置解說系統，提供水資源教育學ಞ及遊憩

機能，以解說牌配合現地實體，教育民水資源重要性及環境

保護之概念。解說牌展示ߞ息應మධ簡單，Ϫ中主題，且盡可

能引起遊客之興窦及認知，並適當配置休憩০ශ、థߜ、自行

車停竧空間等，如圖2.5-4、2.5-5所示。 
D路線往北延伸至烏溪斷面64處銜接北投新圳取水口，並沿社區

道路(玉屏巷)連接至人工湖西側管理中心(羴圖2.5-3)，本路段

為社區既有道路，可以地面標線及指標導引，針對坡度較ଥ之

路段應加強安全圍籬及提ᒬ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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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3333    引水路悠遊綠廊自行引水路悠遊綠廊自行引水路悠遊綠廊自行引水路悠遊綠廊自行車道路線圖車道路線圖車道路線圖車道路線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4444    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引水路悠遊綠廊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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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5555    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自行車道自行車道、、、、步道示意照片步道示意照片步道示意照片步道示意照片    
2.管理中心服務區 

(1)位置：A’池東側腹地(羴圖2.5-2)。 

(2)環境特性 

本分區東南側為北投新圳ᒾ道出口，可銜接玉屏巷至引水

路悠遊綠廊ǹ北側可由烏溪堤岸旁之防汛道路至東草屯停車

場、草屯ก化場，為計畫區內之交通節點。此外，本分區可利

用之腹地完整，面積約4公ഘ，為計畫區內北側為烏溪堤防，

南側有聯外道路連結玉屏巷至攔砂ᡘ及沈砂池，往北可通往烏

溪堤岸、東草屯停車場及草屯鎮ก化ቷ。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以水資源營運管理為主軸，配合交通節點與管理中

心之優勢，發展農村藝術展演、農特產品展售、水資源教育解

說等活動，成為本計畫之發展核心。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位於人工湖A’東側，人工湖管理中心設置於此，且

因鄰近社區及北投新圳ᒾ道出口，地理區位ؼ崅，配合管理中

心建ᑐ物，可發展強度較高之遊憩活動，如水資源റ物館、展

覽中心、遊客中心、ᒌ羿服務處、遊客服務站、農特產展售中

心等。本分區之腹地較大，可配合南投縣藝術大道計畫、稻草

工藝文化館展覽，及本計畫提出之農村藝術構想，導入࠻內、

外藝術導覽活動。其ಒ部發展內容及設施羴表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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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3 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管理中心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 

水域景觀 
水資源導覽 

自行車賞景 

導覽解說設施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應設置於可觀賞 A’池

水域景觀之位置。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行/ණ步 

野ᓓ 

解說設施 

展演設施 

遊客中心/展覽中心 

停車場 

休憩ߜ台/০ශ 

停車場設置於東側，可連結既有

道路、社區道路、堤後道路之位

置。 

(5)分區配置內容： 

A.管理中心主要為人工湖維護及管理之用，包含行ࡹ中心建ᑐ物

一ෂ及尜外開放空間，建ᑐ物主要功能為提供管理單位進竧的

行ࡹ人員辦公使用，並可結合遊客服務、水資源教育等機能，

且提供計畫區內主要的公共服務設施(如：൵所、ᓓ、參觀展

示、水資源解說教࠻、資ૻ導覽等)。尜外開放空間則可規劃

停車場、解說廣場、粗放型草地空間、造型థߜ，並མ配周邊

環境景觀進行綠美化、尜外休閒ৎ具的設置等，提供遊客停竧，

如圖2.5-6、2.5-7所示。 
B.管理中心鄰近北投新圳ᒾ道出口，ཱུ具ᐕ屰與文化之意罳，尜

外綠地空間可配合草屯鎮之人文特色，導入具地方意罳之環境

主題(農村生活藝術)，設置明顯的特色地標或將意象物融入設

施物(草竜、稻草工藝品、農產、水圳等)，增加空間特色及自

明性。此外，亦可配合縣市۬ࡹ或民間聋體之活動，導入相關

之藝文或導覽服務，如工藝稻草文化節、水圳導覽、水資源教

育解說等，做為活動舉舉辦場所，或相關藝術品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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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6666    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配置圖    
 

管理中心ᑓᚵقრቹ 

管理中心֪֗؆౻ࡓᑓᚵقრቹ ᒟ౻ᢌ韙ققრᅃׂ 
 

圖圖圖圖 2.2.2.2.5555----7777    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管理中心服務區空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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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理中心建ᑐ物配置構想 

面對全ౚཪ化效應與ং變窾，為減少ྕ࠻體的排放所

提出之各種因應施包含綠建ᑐ、ᅹ足翑等，ࣣ為推動節約、

࣪能、再利用之概念，因此未來之開發行為與建ᑐ形式，ࣣර

向「低ᅹ」之目標ո力。本計畫之管理中心可ර綠建ᑐ形式發

展，除可達到減ᅹ之目標外，透過綠建ᑐ尝法亦可有效減少能

源之ੁ費，並達到能源再利用之目標。 

依據「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工程規劃布置

檢討報告，經營管理中心(後稱管理中心)將滿足相關設施之運

轉、檢查、觀測、與維護等工作，整體建物包含行ࡹ中心建ᑐ

物一ෂ及尜外開放空間。建ᑐ物本體擬興建地上3層屜(各層ኴ

面積約150ڳ，合計約525ڳ)，羴ಒ配置內容羴表2.5-4。主要

功能為提供管理單位進竧的行ࡹ人員辦公使用，並可結合遊客

服務、水資源教育等機能，且提供計畫區內主要的公共服務設

施(如：൵所、ᓓ、參觀展示、水資源解說教࠻、資ૻ導覽

等)。尜外開放空間則可規劃停車場、解說廣場、粗放型草地空

間、造型థߜ，並མ配周邊環境景觀進行綠美化、尜外休閒ৎ

具的設置等，提供遊客停竧。 

表表表表 2.5-4 管理中心空間佈置規劃表管理中心空間佈置規劃表管理中心空間佈置規劃表管理中心空間佈置規劃表 

ኴ層別 空間規劃佈置 

1F 值࠻ᄤ服務中心、水資源教育展覽࠻、水質ᅱ測࠻、備材ᓯᙒ࠻ 

2F 主任࠻、ᙍ員辦公࠻、會議࠻ 

3F 水源ᅱ控、調配、及耇ߐ控制࠻、簡報࠻ 

4F 耐羃機܊、圖ਜ࠻、備༇人員休息࠻，࠻外作為ᕕఈ台 

3.水漾景觀廊道 

(1)位置：C、D池西北側水岸腹地空間、A’ɴD池北岸空間(羴圖

2.5-2)。 

(2)環境特性：計畫區北岸與國道6號ᆙ鄰，包含路堤段與高架段，

人為υᘋ性較高ǹC、D池為避免影響國道6號橋安全，湖面

需退縮，因此地勢變化亦較於ᖿ穓，可利用之腹地較大。計畫

區南側為人工湖蓄水區，可見大面積水域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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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間營造構想： 

本區北臨國道6號，以路堤相隔，受高ೲ行竩車輛之影響

較大，需以適當綠帶隔離，減少並阻隔往來車輛製造之粉塵及

噪音。此外，行竩於國道6號之車輛亦可俯瞰全計畫區，可營

造農村藝術或水資源意象之ຎ景觀。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考量整體環境特色及遊憩需求，除堤頂及堤後道路、人工

湖圍堤等空間配置綠帶外，並延伸管理中心服務區之藝術營

造，導入人文藝術意象及構造物，營造帶狀之綠美化及藝術廊

道之空間氛圍。於C、D池西北側腹地空間，水岸空間導入具

水景意象及農村藝術圖象之親水階梯及廣場，周邊腹地則以水

波紋、農村意象等雕塑物營造尜外遊憩空間、賞景設施，ಒ部

發展內容及設施羴表2.5-5。 

(5)分區配置內容： 

A.北岸圍提與國道6號間以綠帶及道路相隔，為避免國道6號高ೲ

行竩之車輛對本計畫區造成衝擊與影響，應屌分利用地空間，

配置具高度隔離性之植栽，如圖2.5-8、圖2.5-9所示。 
B.計畫區北側與國道6號為ࣚ，以路堤形式相隔，可由國道6一覽

本計畫區人工湖景觀(如圖2.5-10)。C、D池西北側之退縮空間

具有較大之腹地，可結合草屯鎮人文特色與水資源意象，設置

代表本區之地標物，如人工湖水波紋意象階梯、水資源意象雕

塑物(如圖2.5-11)，作為本計畫之代表物。水波紋階梯之色系應

符合全區色ற意象，並設置ឯ及圍ᕅ。 
C.本區建議於臨水側導入賞景親水階梯及觀景平台(如圖

2.5-12)，並提供水資源導覽解說設施，讓民與親水賞景之

餘，亦可學ಞ與ᕕ解人工湖供水系統，以及水資源應用之知。 
D.㵝ڰ崌生態保護、水質保護的原則，於人工湖蓄水範圍內應與

親水活動適度隔離，設置完善之安全設施，盡可能फ़低遊憩帶

來之環境衝擊，並建議未來應ࣴ擬ᝄ之維護管理辦法，以達

到不ԡࢉ水源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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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5 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水漾景觀廊道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堤頂道路旁腹地、配合休憩設施

設置 

停車空間 堤後道路旁腹地 

休憩థߜ 水岸周邊、C、D 池西北側腹地 

水波紋意象設施 
C、D 池西北側腹地，配合草ڳ

空間施設 

水岸賞景平台/步道 C、D 池西北側水岸邊 

景觀雕塑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野ᓓ 

藝術遊覽 

粗放草ڳ空間 
C、D 池西北側腹地 

解說設施 配合藝術展出及生態資源設置 

展演設施 配合尜外活動草ڳ施設 

停車空間 堤後道路旁腹地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行/ණ步 

野ᓓ 

自行車賞景 休憩ߜ台/০ශ 
配合地形、坡度條件設置，以主

要設施物可及性高之區位為主 

 
 

A 

A  

圖圖圖圖 2.2.2.2.5555----8888    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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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B.B 
 

圖圖圖圖 2.2.2.2.5555----9999    水水水水漾景觀廊道漾景觀廊道漾景觀廊道漾景觀廊道 AAAA----AAAA 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斷面示意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10101010    北側國道北側國道北側國道北側國道 6666 號俯瞰模擬示意圖號俯瞰模擬示意圖號俯瞰模擬示意圖號俯瞰模擬示意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1111    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水波紋意象雕塑示意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12121212    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水漾景觀廊道空間親水階梯示意圖    
4.活水生態綠廊 

(1)位置：A’-F池南側及F池西側水岸空間(羴圖2.5-2)。 

(2)環境特性：計畫區南側土地與計畫區之間約有20ԯ高的地勢落

ৡ，且有帶狀的次生林及新設之生態排水ྎ相隔，是多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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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棲息地及活動場域ǹ北側沿線為人工湖蓄水區，與南側

次生林帶組成完整之ᙔ、綠帶，笭有豐的景觀資源。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具有完整之ᙔ帶(人工湖、堤後排水路)及綠帶(既有

次生林帶)空間，應以生態補償制度為理念，於基地內多增加綠

地空間及創造焦點動物棲息及移動之場所為目標，作為本計畫

開發對生態環境與動、植物棲地破壞之補償施。因此以營造

粗放式綠地空間、生態棲地、草澤濕地、帶狀綠廊、複層綠籬

等自然度較高之綠化為主，人工設施也應符合生態工法，並設

置棧道、生物通道供生物穿越。其餘堤後坡、道路兩旁綠帶、

水岸空間均以複層植栽進行綠化。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主要發展生態復育環境，為發展強度最低之區域，

不適合導入過多人工設施物，僅需配置生態觀察、解說之相關

設施，腹地較大區域可設置少量停車空間及自行車停竧設施、

休憩థߜ、০ශ、觀察步道等設施，供遊客休憩使用。ಒ部發

展內容及設施羴表2.5-6。 

表表表表 2.5-6 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活水生態綠廊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堤頂道路及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休憩థߜ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野ᓓ 
水岸賞景步道 

堤頂道路旁腹地、堤後坡 

堤後生態排水景

觀 
停車空間 堤後道路旁腹地 

次生林帶自然環

境景觀 

଼行/ණ步 

野ᓓ 

自行車賞景 

生態觀察 
休憩ߜ台/০ශ 

配合地形、坡度條件設置，以主

要設施物可及性高之區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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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區配置內容： 

A.人工湖圍堤南側۟ዬ線較భ，圍堤離ச坡20公尺以上，可利用

腹地設置大量林帶，與南側既有次生林相連，如圖2.5-13所示。 
B.圍堤內ഌ域與水域交ࣚ處可設置小區域草澤濕地ǹ南側排水路

設置連通棧道、石砌平台做為兩棲類、小型থ٢類棲息及活動

之場所，ޔ接達生態補償之效果。 
C.北投新圳未來將為計畫區南側之排水路，其邊坡為自然石砌之

型式，未來可適合營造為生態復育空間。因圳路水量較大、流

ೲ較ז，因此可配合水圳沿線周邊腹地，營造小水༠及草澤濕

地空間，做為動物棲息地，如圖2.5-14所示。 
D.圍堤內ഌ域與水域交ࣚ處、北投新圳沿線的草澤濕地亦可設置

生態觀察棧道及教育解說設施，導入環境教育及休閒遊憩之機

能。解說設施可使用一٤小面積、設施形式自然、活ዃ性的ϕ

動式解說牌，如圖2.5-15所示。 
 

B 

B 北勢社區自行車道(計畫中) 

 

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3333    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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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C.C 
 

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4444    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斷面示意圖    
 

、觀 空間 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5555    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活水生態綠廊空間示意圖    
6.湖畔漫遊區 

(1)位置：湖區間隔離帶(羴圖2.5-2)。 

(2)環境特性： 

湖區間的腹地寬廣，ՠ地形起峉變化大，堤頂的落ৡ約4-5

ԯ，湖區上游側(東側)堤頂道路可與南北兩側的堤後道路連

結，下游側(西側)堤頂道路因地勢落ৡ大，ค法與南北兩側的

堤後道路連結。此外，東側堤頂道路(環湖道路)地勢較高，可

見兩側人工湖水域景觀ǹ西側堤頂道路(環湖道路)地勢較低，

則可同時ݒ賞綠帶及水域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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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兩側ࣣ為人工湖蓄水區，為避免影響蓄水功能及遊

客安全，道路兩側以發展綠帶空間為主，堤頂道路(環湖道路)

僅提供人行、自行車賞景等功能，配置基礎遊憩、賞景設施，

並選擇適當地點配置賞景平台及聯絡引道。此外，為提高環湖

遊憩品質，維護整體自然環境，一般遊客車輛禁行於堤頂道路。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主要為湖區間之堤頂道路，以低強度發展為主，利

用堤頂道路及人工湖岸腹地周邊土地，配置穓衝綠帶減穓湖區

間之高程落ৡǹ堤頂道路則僅提供自行車道及行人賞景之用，

其ಒ部發展內容及設施羴表2.5-7。 

表表表表 2.5-7 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湖畔漫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堤頂道路及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休憩థߜ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野ᓓ 
水岸賞景步道 

堤頂道路旁腹地、堤後坡 

(5)空間營造重點： 

A.圍堤堤頂道路為計畫區主要遊憩動線，ՠ因地勢落ৡ造成其連

結性不٫，因此重立面之綠化及空間之轉ඤ銜接。堤頂道路

兩側綠帶設置灌木及遮蔭喬木，以複層植栽方式進行立面綠

化，可減穓地勢落ৡ感並提供遮蔭，增加環境適性，，如圖

2.5-16、3.5-17所示。 
B.人工湖蓄水區周邊之圍堤空間，設置隔離綠帶，將人為活動區

域與蓄水區作適度隔離ǹ此外，臨水側以複層之水域綠化植栽

為主，可作為隔離綠帶及簡單之水體過ᘠ功能。 
C.空間轉ඤ銜接部分，於上、下層堤頂道路間設置連接引道，增

加動線連結性，且地勢較高之圍堤可配合賞景平台設置，做為

民停留及觀賞水岸॥光之休憩據點，如圖2.5-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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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6666    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湖畔漫遊區空間配置圖    
 

斷面 D.D 
 

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7777    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湖畔漫遊區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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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 景 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11118888    湖畔漫遊區賞景平台示意圖湖畔漫遊區賞景平台示意圖湖畔漫遊區賞景平台示意圖湖畔漫遊區賞景平台示意圖    
6.悠活轉驛服務區 

(1)位置：E池南側腹地、國道6號東草屯交流道之高架路段橋下

方，以及F池西側腹地(羴圖2.5-2)。 

(2)環境特性：E池南側腹地位於計畫區西南側，與社區聚落間有

20ԯ之地勢落ৡ及帶狀次生林，北側與E池有堤頂道路、堤後

道路、綠帶相隔，為長型腹地。於E池東側則為交流道高架

橋橋下空間，目前為簡易綠化及閒置之空間，橋體及橋之外

觀生ฯ，ຎ景觀不ؼ。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位於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下方，可利用之腹地空間

最大可達100公尺寬，ՠ因橋০落於此，人為開發程度較高，

將人為活動中於本分區，配合自行車道環線之需求，設置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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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設施、自行車等相關服務、農特產品展售、舉辦藝術展演活

動。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分區為計畫區內主要人為活動分區，可將高強度遊憩活

動中於此，因此為計畫區內發展強度最高之區域，ՠϝ配

合全區發展理念及構想，導入相關遊憩活動。本計畫執行階

段，僅發展自行車ચ翎服務，進行竊面ׯ善、橋體美化、基礎

遊憩及休憩設施配置，並配合整體農村藝術構想，導入相關藝

術展覽、美化設施，建議未來可強化本計畫之遊憩強度，發展

景觀遊湖活動、ᓓ服務等，其ಒ部發展內容及設施羴表2.5-8。 

(5)分區配置內容： 

A.本區位於國道6號高架段下方，對環境衝擊性較大，故將計畫區

內人為υᘋ性較高的活動中於此，為本計畫主要提供計畫區

內觀光遊憩活動之分區。除南側次生林ϝ以生態保育為主，主

要發展自行車道轉驛站、農產品竉售、以及各項服務設施，提

高觀光遊憩吸引力。且因本區鄰近社區聚落與南側次生林，除

觀光遊憩活動外，並配合整體環境進行景觀綠美化及生態環境

營造，如圖2.5-19、3.5-20所示。 
B.考量人工湖D、E池之退縮空間，包含高架橋橋下及兩側岂履各

退縮50公尺土地，可導入自行車服務中心、自行車廣場以及停

車場，提供自行車ચॷ、維অ、屌等服務，並可提供輕१ᓓ

服務、農產品展售，讓遊客能在٦受自然湖光山色的同時，

也能輕悠閒地٦用ϱᓓ、下ϱૡ，增加遊客前往遊湖、ચ自

行車、長時間停留的意願，如圖2.5-21所示。 
C.E池南側土地初步規劃為粗放草地、土丘、賞景廣場、థߜ等

休憩空間，並配合排水路設置生態導覽棧道、親水棧道及休憩

平台。建議後續可交由地方۬ࡹ開發為景觀遊憩湖區，提高本

區觀光遊憩吸引力。 
D.E池南側土地約2.5公ഘ，位於人工湖E池與社區北側次生林之

間，且鄰近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之規劃分區，交通區位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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崅。此外，本用地與人工湖E池有堤頂道路、堤後道路、排水

路、隔離綠帶相隔，ऩ發展較高強度之觀光遊憩活動，亦不易

對人工湖蓄水安全及水質造成影響，其長形腹地實有發展觀光

遊憩之條件。建議未來可發展為景觀遊憩水域(羴圖2.5-22、
3.5-24)，提高本計畫區遊憩吸引力，提供社區民׳多觀光發

展機會，增加地方觀光ԏ益與就業機會，建議可配合南投縣觀

光發展相關計畫，由南投縣܍۬ࡹચ開發，發展為景觀遊憩湖

區。 
E.未來ऩట發展觀光遊憩湖區，ϝ應以生態保育為原則，以คԦ

、性之湖域活動為主，設置簡易型ዸ頭，並引入釣魚、ᐱ木Ճࢉ

罿窫船、耐動船等คԦࢉ性的水上活動，盡可能फ़低遊憩帶來

之環境衝擊，未來應ࣴ擬ᝄ之維護管理辦法，ዴ保水源คԦ

 。ࢉ
F.因水域遊憩活動之發展強度較高，人為活動影響程度較大，除

設置景觀水池提供觀光遊湖使用，應設置水域管理中心統一管

理水域活動，湖岸設置親水థߜ及階梯、遊湖ዸ頭、休憩廣場

等設施，提供完善的水域遊憩服務ǹ管理中心可設置輕१ᓓ

區、穽生設施，提供完善之遊憩服務。此外，景觀水池之池ۭ

應ݙ意۟ዬ位置，池ۭ應與۟ዬ線間保持適當ຯ離(羴圖

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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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8 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悠活轉驛服務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水岸周邊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空間 

休憩థߜ 

水岸賞景平台/步道 
C、D 池水岸周邊 

自行車ચ翎空間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農特產品展竉空間

(ଷ日市) 

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空間 

解說設施 

展演設施 

停車空間 

休憩ߜ台/০ශ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野ᓓ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自行車ચ翎維অ站 

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橋下空

間、E 池南側 

未來建議發展項目 

水岸賞景平台/步道 

安全設施 

遊湖ዸ頭 

管理中心、ᓓ空間 

穽生設施 

親水棧道 

ᓓ空間 

農特產品展竉空間 

穽生設施 

水域景觀及 

一般遊憩活動 

划船 

釣魚 

觀光費 

遊湖區遊客中心 

E 池南側腹地 

 
 

 

斷面 E.E 
 

圖圖圖圖 2.2.2.2.5555----19191919    悠活轉驛服務區斷面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斷面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斷面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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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20202020    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配置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配置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配置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配置圖    

 
 

高架橋 空間 區及 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21212121    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    

E 南 空間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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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22222222 E E E E 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南側建議發展配置圖    
 

斷面 F.F 
 

圖圖圖圖 2.2.2.2.5555----23232323 E E E E 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池南側建議發展斷面示意圖    
 

憩 景觀 圖  

圖圖圖圖 2.2.2.2.5555----24242424    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悠活轉驛服務區空間示意圖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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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池北側腹地(非本計畫用地範圍)-活力堤岸賞遊區 

(1)位置：A’及A池北側至烏溪ݯ理計畫線(羴圖2.5-2)。 

(2)環境特性：本區位於計畫區東北側，由北側堤後道路延伸至烏

溪堤防，部分土地位於國道6號高架段下方，現況為農業હ作使

用及國道6號橋，非本計畫用地ቻԏ範圍。ՠ本分區北臨烏

溪，可完整ఈ九九峰山景。 

(3)空間營造構想： 

本分區鄰近管理中心服務區及水漾景觀廊道，可配合整體

空間營造構想，導入水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演，作為烏

溪堤岸進入本計畫區之入口迎賓區。 

(4)遊憩發展強度及型態： 

本區西接東草屯停車場用地，未來可作為國道6號遊客進

入本區之入口ǹ往東可進入本計畫管理中心，並連接玉屏巷，

分區內包含國道6號高架段，周邊ࣣ為橋、堤岸等人工構造

物，配合整體發展構想，可將人為活動中於本分區，如發展

市民農園、水利教育解說設施、藝術展覽、入口迎賓花廊等活

動，讓短時間停留之遊客亦可參與多樣化的遊憩活動。其ಒ部

發展內容及設施羴表2.5-9。 

表表表表 2.5-9 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活力堤岸賞遊區遊憩發展一覽表 
遊憩資源種類 適ە遊憩活動 配合設施 設置位置 

導覽解說設施 

自行車道/停竧設施 

休憩థߜ 
水域景觀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迎賓花廊 

解說設施 

展演設施 

停車空間 

休憩ߜ台/০ශ 

人文/稻草藝術 

藝術遊覽 

野ᓓ 

自行車賞景 

଼行/ණ步 
草ڳ空間 

ᓓ空間 

農特產品展竉空間 

穽生設施 
一般遊憩活動 

自行車賞景 

野ᓓ 

觀光 

଼行/ණ步 自行車ચ翎空間 

A’北側、國道 6 號高架段下方 

 



 

2-64 

(5)分區配置內容： 

A.E池北側腹地包含國道6號高架段下方土地，非本計畫用地ቻԏ

範圍，考量未來一ठ發展及遊憩強度，建議由縣۬ࡹ開發經營，

配合本計畫之管理中心服務區及水漾景觀廊道之發展，導入水

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演，作為烏溪堤岸進入本計畫區之

入口迎賓區，配合整體空間綠美化、藝術花廊，提高遊憩吸引

力(如圖2.5-25)。 
B.本分區南側有國道6號高架段橋০落，橋下空間可導入ଷ日市

活動，作為南投縣۬ࡹ或草屯鎮公所推廣農產或文化藝術之

空間，或ॷ用、ચ翎ϒ相關單位發展舉辦活動，推廣當地農、

特產品與藝術文化，活絡地方產業。 
C.因應未來汽車動線由東草屯停車場沿烏溪堤岸之防汛道路連結

至管理中心服務區，本分區ջ可配置停車場，分ණ停車空間，

導引遊客以步行、᚛乘自行車等方式，進入本計畫區遊覽。此

外，整體空間以粗放型草地空間、植栽綠化為主，配合地方意

象及農村藝術主題，設置地景藝術，塑造入口意象。 

 

圖圖圖圖 2.2.2.2.5555----22225555 A A A A’’’’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池北側土地建議發展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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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體發展與周邊串聯 

本計畫整體發展構想除依ൻ南投縣ᆕ合發展計畫中提及的烏溪

沿線「台灣藝術大道」塑造之發展定位，將管理中心服務區、水漾景

觀廊道、悠活轉驛服務區等分區，導入藝術展演之設施與活動，以達

到烏溪周邊藝術大道串連之整體發展ǹ在自行車道環線部分，配合全

區堤頂道路發展自行車道環線，以及引水路悠遊綠廊自行車道，連結

至台14線及平林橋等草屯鎮自行車道環線系統，區內堤頂道路則連結

自行岫窊之自行車道，整體環境空間關係羴圖2.5-26，空間整體配置

羴圖2.5-27。 

 

圖圖圖圖 2.2.2.2.5555----22226666    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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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5555----22227777    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環境空間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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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實質發展計畫 

(一)交通計畫 

1.一般動線 

本計畫區北側ᆙ臨國道6號，且東草屯交流道以高架道路方式

翓越計畫區D、E池間，對外北側有3處涵洞及高架橋下2處聯絡道

可連接至烏溪沿岸之防汛道路，南側則有多處農路可連結至東草

屯交流道引道、玉屏巷、玉屏路(投6)等，如圖2.6-1所示。 

未來計畫區發展後，一般車輛則由以上道路通行連接至計畫

區各湖區之堤後道路，堤頂(環湖)道路則進行通行管制，僅工程

及維護車輛得以通行。 

2.遊憩動線 

計畫區主要的遊憩動線ջ各湖區之堤頂(環湖)道路及引水路

悠遊綠廊，約13公里。為減少車輛對於土堤結構及生態棲地之影

響，遊憩方式規劃遊客將車輛停放停車場，再以步行及自行車等

方式進入各分區遊覽，如圖2.6-1所示。 

此外，由引水路悠遊綠廊可往東連結至炎峰橋，與草屯鎮自

行車道環線系統B路線相連結，由計畫區南側農路轉至玉屏路(投

6)ջ可與A路線相連結，共同串聯成一區域性的遊憩路線，如圖

2.6-1所示。 

3.停車場配置 

(1)區位選擇 

配合全區整體空間配置及分區發展構想，本計畫主要停車

場配置於管理中心服務區、悠活轉驛服務區、水漾景觀廊道D、

E池西北側，如圖2.6-1所示。 

此外，計畫區未來將做為學ਠ單位尜外教學或相關單位活

動舉辦之場所，因此需有停放大客車之空間，Զ因計畫區聯外

之社區道路ઞ，故建議主要於悠活轉驛服務區規劃至少5處

大客車停車空間，由東草屯交流道聯絡道旁的農路進入本計畫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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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車位需求預測 

前章節推估計畫區每日遊客量約有380人，ଷ設90%遊客

以開車方式進入計畫區、小客車平均乘翜率為2.5人/車、停車

轉ඤ率為2之條件下進行計算，所需停車位數量為380×90ʘ

/2.5/2ɨ68.4，約70個小客車停車。考量空間發展強度、活

動導入類型、空間腹地大小，各區位停車位數量及所需空間建

議如表2.6-1所示。 

表表表表 2.6-1 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計畫區停車場及停車位數量規劃表 
位置 小客車停車位數量 大客車停車位數量 

管理中心服務區 35  

悠活轉驛服務區 20 5 

水漾景觀廊道(D、E 池西北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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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6666----1 1 1 1 交通計畫圖交通計畫圖交通計畫圖交通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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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說導覽計畫 

計畫區未來將引入遊憩機能，因此需使用解說導覽系統，讓遊客

ᕕ解其所在區位之空間特性及環境特色，並讓遊客體驗及認知人工湖

設立的來源、功能，提供水利工程相關資ૻ。且計畫區具有豐的自

然、景觀資源，除善盡保護、保育與復育之ೢ外，為能，並藉由解說

導覽設施達環境教育之目的，建立下一代未來保育大自然、ང護水資

源的觀念。 

解說導覽計畫之重點包含位置選址、解說重點之ዴ認、牌誌設施

之形式等，羴ॊ如下： 

1.解說牌誌系統位置選址 

(1)導覽牌誌：介紹全區配置、標示公共設施地點、各據點之關係

位置、參觀動線等。設置位置如下及圖2.6-2： 

A.園區入口地區、停車場。 
B.園區重要活動據點。 
C.主要聯外動線沿線。 
(2)指示牌誌：提供各據點方向導引與標示停車場、管理中心等各

公共服務設施位置。設置位置如下及圖2.6-2： 

A.主要聯外動線沿線。 
B.園區內動線。 
C.園區內重要活動據點。 
D.遊憩動線的節點與ΰ路。 
(3)公告牌誌：行ࡹ管理上所需之公告٣項及維護遊客安全之峤ᓀ

區告、禁制牌示。設置位置如下： 

A.園區主要活動據點。 
B.生態保護地區。 
C.具遊憩峤ᓀ性之需告地點或禁尩進入區域。 
D.園區入口地區。 
(4)解說性牌誌：就各景觀、生態、特殊性、教學價值等目標，以

解說設施達到告知、教育࠹導之功能。設置位置如下及圖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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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園區內具自然及文化特性之據點。 
B.園區內之自行車道系統沿線具資源特色之地點。 
C.ఈ觀景平台。 
D.重要遊憩活動產生之據點或節點。 

2.解說主題 

計畫區解說主題包含水資源的利用與保育、人文產業類、生

態景觀類等，分ॊ如下： 

(1)水資源的利用與保育：包ࡴ人工湖水利景觀解說，以及水資源

之利用方式、相關水利設施等。 

(2)人文產業類：介紹計畫區及草屯地區農產業文化及特殊人文產

業(稻草文化)，亦可配合烏溪沿線台灣藝術大道構想，將農村

藝術做為解說主題之一部分。 

(3)生態景觀類：包含計畫區自然生態資源簡介，包含植物相、生

物相、動物的棲息生態之解說，並說明環境復育及環境保護之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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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6666----2 2 2 2 解說牌誌系統解說牌誌系統解說牌誌系統解說牌誌系統位置圖位置圖位置圖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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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說牌誌系統樣式 

計畫區未來將成為一自然教࠻，其教育解說牌之設計需ර向

教育、ඍז、௴發三ޣ並重進行，解說牌牌誌可分為ހ面內容、

牌面及外ਣ支架製作兩大部分，羴ॊ如下： 

息應మධ簡單、Ϫ中主題、圖文མ配，盡可ߞ面內容：展示ހ(1)

能引起遊客之興窦及認知。ހ面編排時，標誌、崉體與ᛤ圖表

現方式需統一，以提高解說系統間的整體性與ڐ調。 

(2)牌面及外ਣ支架：材質選用相當重要，使用適當的支架材質與

形式可以展現對場域的൧重，並且可以與其當地特色做連結，

த用的材質有石材、木材及金屬，其優લ點及適用環境羴ॊ如

表2.6-2。計畫區內的導覽牌、環境解說牌為能增加ऐΦ性及易

於維護管理，建議以金屬ᒳ構形式為主，且為能增加與自然環

境的結合度，並以石材為基০，配合農村藝術文化特色做造型

變化，建議樣式如圖2.6-3。 

表表表表 2.6-2 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解說牌基礎材質特性說明表 
材質 石材 木材 金屬 

自然度 高 中 低 

優點 1.୲ڰऐ用、לং性٫ 

2.與環境之結合度高 

1.架構容易זೲ 

2.容易ཚ運、與環境之結

合度高 

3.容易ܜڕܨඤ 

1.構造輕岁、簡ዅ 

2.材質୲ڰ 

લ點 1.需費較高ཚ運成本 

2.於現地ค法取得石材

地區成本高 

1.需經த保養維護 

2.ऐ用期較短，較容易

破壞 

1.ౌ接及ᖥਵ配件亦

受ߟᇑ 

意٣項 1.以現地石材施作為最ݙ

٫選擇 

2.可結合圍籬、࿖ᕅ設

置 

1.經高壓防ᆭ處理，水

岸地區表面ە༡佈護木ݨ 

2.ᗕ接之金屬竓件經防

ឌ處理，並為不明顯ᚑ

色。木材含水率需在 15ʘ

以下 

1.造型ە簡ዅ及低調之

色ற 

2.應採適ە之防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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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6666----3 3 3 3 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解說牌誌系統建議樣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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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栽計畫 

1.配置原則 

(1)以當地既有樹種為主，以符合當地之水土ং、生態環境，ٯ

如：木ා、ᆵ灣岭ៃ樹等。 

(2)盡量選擇台灣原生植栽，ٯ如：台灣ཱིص、ᛥᅇ݊、ོߙ、

連木、नᴱ等、ߙখ㇛、ክ樹、香ཱི、ཿ樹、九ᨚ、ᚨඓᛯ、

大葉ඦ等。 

(3)管理中心周邊可選用較具觀賞價值、花色明顯、隨季節變化

大、具香味之植栽，可增加環境活ዃ性及變化性，ٯ如：山ឮ

花、鐵Θ木、ࠁߓୌ、台灣㕙樹、ོ香、木ා、ᚧ、ԙ⩁、

ਦ花、月ᐊ。 

(4)水岸及草澤濕地可以現地既有的親水性植物為主，ٯ如：尕

草、水ᕀ、大木翉、水香、Բᒙ、⽙、覆岣狀ಮ草等。 

(5)可選用誘蝶、誘鳥植物，增加區域生態多樣性，ٯ如：ླྀఘ、

ഒᄨ、山ឮ花、न屐、台灣㕙樹、土Ժਦ、ࡾ不Դ等。 

(6)草地應採水土保持用的草種，岊控制水土流失，以ుਥ性、

形成זೲ、可粗放管理的草種為主，ٯ如：百഻草、兩Ը草等，

且利用不同的草種間植，因其生長的ஏ度及特性，可使ᚇ草在

其間不易發生，ջ此草地環境對ᚇ草ᝡ爭力強。 

2.建議樹種 

本計畫參考現地調查以及「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環

境影響評估」生態調查之結果，依具計畫區未來發展構想及空間

特性，將植栽配置方式分為線性樹種、邊ࣚ樹種、水岸樹種、生

態樹種、地樹種、焦點樹種等六類，說明如下，各配置類型建

議使用地點及建議樹種羴表2.6-3。 

(1)線性樹種：指利用喬木以列植之方式沿ޔ線或Ԕ線以等ຯ離

在一定變化規ࡓ下栽植，強調出環境單પ性及線性空間的窦

味，適合在本計畫中道路、自行車道兩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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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邊ࣚ樹種：指利用ਲ਼ຯ較小Զ植物݄葉पஏ的灌木排列，來ས

示空間的邊緣或ޔ接當作立面屏ም，創造隔離及包之效果，

適合在本計畫中土堤、邊坡及道路兩側使用。 

(3)親水樹種：指竚近河流、水池或草澤地生長的喬木、灌木或草

本植物，可做為兩棲類、ݽᙝ類動物棲息空間，適合本計畫中

草澤濕地及᠁地使用。 

(4)生態樹種：指利用多樣性、多層次的喬木、灌木創造自然林相，

與周邊人工環境隔離，且可做為小型থ٢類、鳥類的棲息地，

適合本計畫中穓衝林帶。 

(5)地樹種：指運用草本植物覆ᇂ於地表面，創造空間範圍ས

示、ᇘ៛地表美化或水土流失控制等效果，適合在本計畫中自

然草坡及ค喬木或灌木覆ᇂ處使用。 

(6)焦點樹種：指運用喬木或灌木創造ຎ或༘之吸引力，來強

調節點之存在，以吸引人自然於此停留，適合在本計畫中主要

入口及停留點處使用。 



 

2-77 

表表表表 2.6-3 植栽建議樹種植栽建議樹種植栽建議樹種植栽建議樹種 
類型 建議使用地點 建議樹種 

道路臨水側 த綠、不易落葉落果之喬木 

Ɂ݈樹、ᛥᅇ݊、大葉山、ᛏசੇ、ලᚿࣽ植物 

線性樹種 

道路臨路側 樹߷開展、݄葉पஏ、遮性٫的喬木 

Ɂ喬木層：ክ樹、ོ香、台灣㕙樹、ߙখ㇛、連木、

大葉ਲ花心木 

濱水樹種 草澤、土堤內邊

坡 

濱水性灌木 

Ɂ台灣山ਦ花、野ᖖ花、๋ؾ、木翉、台灣山ᆺ、

ह花、台灣ᝳԮ、ਦԮ 

生態樹種 北側穓衝林

帶、南側生態綠

廊 

既有次生林及能誘鳥、誘蝶的樹種 

Ɂ喬木層：相ࡘ樹、Ոਯ、野ਯ、ᚨඓᛯ、岭η、香

ཱི、ഒᄨ、नᴱ 

Ɂ灌木層：月ᐊ、土Ժਦ、ࡾ不Դ、船屄草、ۄஇؾ、

山月ਲ屄 

地樹種 管理中心周

邊、高架橋下 

 力強、具水土保持作用的岵本ࣽ草לܢ

Ɂ百഻草、兩Ը草、地ෙ草、類地ෙ草、百ኀ達草、ଷ

ቀ草 

焦點樹種 管理中心周

邊、觀景平台及

親水活動廣場

周邊 

具觀賞價值、可增加環境活ዃ性的樹種 

Ɂ喬木層：台灣㕙樹、ོ香、木ා、ࠁߓୌ、小葉Ϙ、

 ਯڈ

Ɂ灌木層：ᚧ、ԙ⩁、ਦ花、月ᐊ、南ϺԮ、ଭឮϏ、

พफಹ、變葉木 

 

七七七七、、、、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執行計畫 

(一)分期發展計畫 

本計畫為「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2/2)」之環境整體營造

規劃專題，因此環境營造期程應配合主體工程開發時序。依據主體工

程計畫，人工湖主體工程預計以七年為期，包含一年先期作業及六年

施工階段分區開發。故本計畫擬配合主體工程分為三期開發計畫，第

一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3-4年，第二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4-5年，第三

期計畫為施工階段第5-6年，如表2.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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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7-1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先期 

作業 
施工階段 

年 別 

 
工程項目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用地取得及測設       

工程羴ಒ設計       

取水工程       

蓄水工程(人工湖)       

A’湖區開挖       

A 湖區開挖       

B 湖區開挖       

C 湖區開挖       

D 湖區開挖       

E 湖區開挖       

F 湖區開挖       

主

體

工

程

計

畫

期

程 

配合工程       

第一期計畫       

第二期計畫       

本

計

畫

期

程 第三期計畫       

(二)經營管理計畫 

1.經營管理架構 

本計畫環境整體營造規劃相關之環境營造工程、遊憩活動、

經營管理等，均應架構於鳥嘴潭人工湖經營管理組織內，故依據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1/2)」，人工湖整體營運由經濟

部水利署笸任،策及࿎導單位，配合其ᗄ下之經濟部水利署中區

水資源ֽ為執行單位，並先由中區水資源ֽ設立人工湖管理中

心，未來人工湖營運管理中心係屬於中區水資源ֽ。 

人工湖管理中心之下設岗工程司、ୋ工程司及工程員，ॄೢ

ᆕ理各項業務，其下配合業務，分別設置安全檢查部ߐ、笵作部

 。單位，羴圖2.7-1ߐ經營管理部、ߐ

2.施工期間營運管理 

(1)施工地區交通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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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施工運輸道路或施工地區與當地交通有關٣，ޣ先備ִ維持交

通及安全施所需之各種標誌，並預備適量之備品，以備臨時

之需或補屌之用。 
B.應隨時ݙ意並維持工區內現有道路路面平、通ᄣ，一有破ཞ

不平應ջঅ補平整。 
C.施工期間，所有運輸車輛及機具，竩出工地進入ᣁ區或地方道

路前，應設有車輛ؑࢱ設備，車尡上應以穮布覆ᇂ，以防砂土

०ඦ及落車外至路面上。 

 

圖圖圖圖 2.2.2.2.7777----1 1 1 1 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    
(2)水土保持及景觀植生工程 

為避免區域性ᇬ大ߘ或ረ॥ኪߘ對ᇘ៛之坡面造成表土

ؑᇑ，破壞邊坡的安定性，故於中ᤞ調整池主體工程完工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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ջ對ᇘ៛之人工坡面及地表進行植生。植生種類，以選擇符合

當地植物生態體系之植物為主，地選用兩種以上具有水土保

持功能之景觀草種，利用混生草種，除可保持地面覆ᇂ，同時

兼具保護地表，避免土ᝆؑᇑ，並配合景觀之綠美化。 

A.維護管理：採用專人及專用水車水、施ޥኟ育管理，如有植

生失௳ޣ立ջϒ以補植。 
B᠀水：᠀水次數和᠀水量，ຎ當地ং況並能保持坡面濕ዎ

為原則，原則上，植物ኞ種或栽植後30Ϻ內，需每Ϻ水(除ߘ

Ϻ外)，每次水量為2mm水ు。᠀水時ݙ意之٣項如下： 
(A)用水之水源、水質及水時間，將ຎϺং狀況調整。 

(B)水時將配合ଓޥ、植物生長ᐟ素之使用。 

(C)設計水量約為每平方公尺20公ϲ。 

(3)防ؠ應變 

需針對ᇘ៛坡面設計臨時性覆ᇂ設施，以稻草ᆼ作方ِߡ

ೲ之覆ᇂ，除Α羳有的臨時性排水設施及ᅉࢫ沈砂設施外，考

量計畫區附屬用地ᆙ鄰民崍，建議增設防ؠ砂包備用，於ኪߘ

來臨前୴放於基地內上下ᆄ邊緣處，फ़低造成্ؠ之ᝄ重性。 

3.營運期間經營管理 

(1)經營管理內容與工作 

依經營管理組織架構(羴圖7-1)，本計畫環境營造主要由營

運管理中心之經營管理部ߐ及安全檢查部ߐ進行以下工作：  

A環境管理 
未來整體環境之維護工作包含全區環境మዅ與穽生，ऩ舉

辦大型活動或ଷ日市，則需擬定相關ೡ管理施，以維持

整體環境之整ዅ。後續管理工作包含： 

(A)環境మዅ 

應ु定全區環境మዅ計畫，並配合ہ外經營機制，設置日

தమዅ人員，以ೢ任分區維護各區環境整ዅ。各區域設置֣ڱ

ԏఏ，並由專人定期ԏమ理。需定期進行人工湖面֣ڱమ

理等維護工作，ዴ保水資源及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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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ೡ管理 

以悠活轉驛服務區之橋下空間為主要範圍，並劃定可ᘍ設

ೡ之範圍區域，中管理。ೡ的位設計應配合本計畫整

體規劃構想，營造農村藝術氛圍，並規劃至不影響交通處。

位之ચ用以۬ࡹ機關、管理ہ員會、社區發展ڐ會等聋體之岫

窊為主，並需提出活動計畫ਜ，包含活動舉辦時間、營業類型、

地點、環境穽生之維持、及其屆相關之ೡ管理٣項。 

B.遊憩資源管理 
遊憩資源包含環境空間營造所配置之ڰ定設施物，如指標

系統、道路及步道系統、休憩設施(如థߜ、平台、棧道、廣場

等)、自行車ચ翎設施，以及配合縣市۬ࡹ、民間聋體舉辦之藝

文活動、藝術展演等，其維護管理工作如下： 

(A)指標系統及解說導覽系統定期檢測及維অ。 

(B)道路及步道空間檢測及維অ。 

(C)停車場停車જ序及環境మዅ。 

(D)平ᆵ、థߜ、ැ架、ਫශ、路ᐩ等設施物定期檢অ。 

(E)環境మዅ：劃分మዅೢ任區域，由管理人員ڰ定ْຎ環境整

ዅ、水域మዅ及有คᚇ物୴放等。 

(F)֣ڱ處理：適當地點設置加ᇂమዅ稿並定時మ運、實施֣ڱ

分類。 

(G)自行車ચ翎設施：配合管理中心服務區及悠活轉驛服務區之

自行車ચ翎服務，ु 定自行車ચॷ管理ە٣及使用服務說明。 

(H)藝術展演管理：主辦單位應會同主管單位提出展演計畫及用

地岫窊，並ॄೢ展出其間之場地及設施維護管理工作。 

C.安全管理 
包含自行車活動安全管制、交通安全管制、水域周邊活動

安全管理等，其維護管理工作如下： 

(A)交通示系統建置與檢অ。 

(B)人工湖蓄水區周邊安全設施及設備之設置與檢অ，如安全圍

籬及ឯ、湖岸௱生設備等。 

(C)各項遊憩及休憩設施應ຎ其施設位置、材質或其屆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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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設置相關告標示，並進行定期檢অ。 

D.景觀植栽維護管理 
本計畫所指的景觀植栽為用以觀賞、提ϲ環境美質等目的

所種植之喬灌木，多種植於人為活動率較高的區域，如車道兩

側、管理中心周邊等，其需進行較多且ᓎᕷ的維護工作，維持

其景觀綠美化之機能，相關管理工作如下： 

(A)水：ຎϺং況適時水，水質應మዅ，不得使用有ࢥ受

Ԧࢉ之ቲ，新植或生長不ؼ植栽應加強辦理以利成長。 

(B)施ޥ：原則上ς成長植栽每2年施ޥ一次，惟開花灌木、新

植भ木或生長不ؼ植栽每年應ຎ需要定期施ޥ。施ޥ量應ዴ

實依據各產品用量說明施用，且施ޥ位置應與樹木ਥ部保持

安全ຯ離，避免ޥ。 

(C)ੰᙝ্防ݯ：每月ْ查檢ຎ，如有ੰᙝ্發生應竿ೲ防ݯ。

防ݯ時應ᒥ崌農ᛰ安全使用規定，不得及用路人及鄰近作

物，且需ຎੰᙝ্種類和樹種選農ᛰ及調製合適ᐚ度，全

ਲ਼ᄇۭቔ᠀，至ੰᙝ্完全控制。 

(D)অ：a、因本計畫區屬於自然度較高之地區，原則上植栽

建議採自然型之অ法，以求整ሸ、調和及美觀為原則，如

有ݽᛯ應一ٳவ基部除。অ後以每ਲ਼ਥ部為中心，將鄰

近一平方公尺範圍內之ᚇ草പ除及運క。b、車行道路及自

行車道兩側灌木每年應至少অ˟次，其中ࡾ季定期強至

離地1.5公尺，Զࣿ季則輕以維持樹形與控制大小。c、開

花灌木得依花期調整অ適期，原則上屐、ࡾ開花灌木需

生長前及花ࡾ花期過後অ，Զহ、ࣿ季開花灌木可於Ԑߩ

期過後অ。d、自然ᘀ植灌木與喬木應依樹種特性屌分展

現自然優美之樹形，枯݄、Դ݄、২長݄、ੰ১݄、過ஏ݄

條以及生長位置不ؼठ影響樹形ޣ應ϒ除，至分݄少Զ過

於高ዧޣ則應屢頂以ߦ分݄。e、補植：新植भ木需生長強

଼คੰᙝ্，種植後立支架保護並加強養護以利成活，如有

枯應依原設計規補植，每年於ረ॥季節前後應檢অ支

架。f、其屆：植栽與圍籬上覆ᇂ之ݽᛯ至少每年మ除二次，

枯ਲ਼మ除每三個月一次，ॹ樹݄ש應ຎ受ཞ形立ջ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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অ或ࣶ除。其屆工程ฺ工後應竿ೲమ除ቲ料與整地復ᙑ。 

E.生態棲地管理 
本計畫區南側為既有之次生林帶，自然生態資源相當豐

，為補償本計畫工程所造成之生態破壞，未來南側帶狀空間

以生態補償理念發展為主，營造生態復育空間ǹ於人工湖蓄水

區周邊，以及北側與國道六號路堤之間，亦規劃綠帶以隔離不

環境，故棲地管理亦為一重要課題。依生態保育聋體經營ྒྷؼ

地公園或保護區之經驗，棲地之管理主要有下列٣項： 

(A)自然植生演ඹ管理：適度ᕷ़保育物種以維持環境生態平

衡，如在水आ樹林自然保留區有आ樹林過於पஏ，ߟᘋዊ

間帶，影響水鳥१、ᑸᛵ棲息的空間，故需進行長時間的

環境ᅱ測後，再分析檢討維護管理。ऩ有岊要౧移植生時，

則應於非野生動物ᕷ季節進行為ִ。 

(B)人為υᘋ等防護：ྒྷ地受人為υᘋ時，部分生物會受ᡋᓵԶ

離開，故應明ዴ告知及導引遊客至本計畫規劃之生態觀察體

驗區，避免隨意進入草澤濕地。 

(C)ྒྷ地水域具潛在峤ᓀ性，除足之告標誌外，除由管ᗄ單

位進行管制外亦藉由地方員ڐշْᡄ及ᆙ࡚支援方能防尩

萬一。 

 外管理維護機制ہ(3)

考量鳥嘴潭人工湖辦公࠻之人力分配與專業分工，本計畫

之整體環境మዅ工作、農特產品竉售ᘕ位、自行車ચ翎等工

作，可採以公開ܕ標之方式，ૼہ專業執行單位執行。 

A.環境మዅ 
將計畫區內各項環境整ዅ美化工作項目透過公開ܕ標的

方式ૼہ民間辦理定期維護，ዴ保整體環境之整ዅ。ૼہ管理

維護範圍之工作如下： 

(A)֣ڱ、樹葉及ቲక物之మ與మ運及尷੬០離。 

(B)᠀水、ᚇ草ܘ除、樹木ן岗，及草、樹木অ、施ޥ、草

 。補植、植栽維護ڳ

(C)設施物、樹木遭受ཞ壞或Ϻ然্ؠཞ྄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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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ہ管理維護範圍內相關設施之維護。 

實ሞ執行方式由中區水資源ֽہ外執行評估計畫後，依評估計

畫最後定案建議之管理機制為原則。 

B.展售中心管理 
本計畫管理中心及悠活轉驛服務區規劃設置農特產品展

售中心，依據採ᖼ法之相關規定，展售ᘕ位應公開ܕ標ܕ，

ᅩ選合適ቷہ外經營，展售ᘕ位之產品竉售，以當地之農

產、特產、尝工藝品、以及其屆相關之藝術品為主，ᛝुہ外

 ：經營管理之工作如下ૼہ。約ࠨ

(A)竉售ᘕ位所需之設施、設備、羫⩰。 

(B)相關農、特產品之竉售。 

C.自行車ચ翎管理 
自行車ચ翎屬營利行為，考量經營管理之專業及遊憩品

質，自行車ચ翎以OT(Operate-and-Transfer，由۬ࡹ投資新建

完成後，ૼہ民間機構營運ǹ營運期間ۛ滿後，營運ᘜᗋࡹ

۬)方式ہ外經營，依據採ᖼ法之相關規定公開ܕ標，ᅩ選合適

之經營單位，ᛝुہ外ࠨ約。ૼہ經營管理之工作如下： 

(A)自行車ચ翎相關設施之維護。 

(B)自行車ચ翎之經營。 

實ሞ執行方式由中區水資源ֽہ外執行評估計畫後，依評

估計畫最後定案建議之管理機制為原則。 

D管理維護經費概估 
為維護環境景觀之品質及後續維護工作之執行，本計畫依

照計畫區內之設施工程推估未來之維護管理費用(羴表2.7-2。

其中景觀基礎設施অ補及׳新費用為每兩年八十萬元，Զ植栽

養護與環境మዅ費用為每年約一百八十三萬元，故本計畫未來

每年所需維護管理費用約為二百二十三萬元。 

(三)計畫效益評估 

1.環境資源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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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經濟價值一般可分為目前使用價值(ޔ接使用價

值、間接使用價值)、未來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及非使用價值(保育

價值)三類，羴如表2.7-3本計畫區因目前ۘ未開發，未來將以發展

觀光活動所帶來之遊憩選擇價值及自然生態資源之保育價值，來

計算本計畫經環境營造後所產生之效益。 

表表表表 2.7-2 管管管管理維護經費概估表理維護經費概估表理維護經費概估表理維護經費概估表 

項目 工程費用(萬) 維護費用(萬元) 備ຏ 

每兩年支出 

全區導覽指

標 
75 3 

支ኖఎ架維護及牌面మࢱ、零件؎

ඤ等每兩年 3ʘ，牌面內容׳ඤ預

備金每兩年 1ʘ，共 1ʘ 

全區景觀基

礎工程 
2553 77 

ฯ體設施維護及零件؎ඤ，每兩年

ϒ以 3ʘ計算 

合計 每年約需 40 萬元  

每年支出 

喬木養護 735 41 

喬木之養護(含補植)於工程完成後

前五年，每年約為其本ي價金之 8

ʘ，以後每年為其本ي價金 5ʘ，

故每年約以 5.5ʘ計算 

灌木養護 1004 66 

灌木之養護(含補植)於工程完成後

前五年，每年約為其本ي價金之

10ʘ，以後每年為其本ي價金 6

ʘ，故每年約以 6.5ʘ計算 

地養護 316 15 

地之養護(含補植)於工程完成後

前五年，每年約為其本ي價金之 6

ʘ，以後每年為其本ي價金 4ʘ，

故每年約以 4.5ʘ計算 

環境మዅ 1 61 

以計畫區整體面積估算，每公ഘ約

1 萬元。(Ԍ除水域面積後約為 61

公ഘ計算) 

合計 223  

2.非市場評估法 

以經濟價值ف度來࣮，本計畫區的環境資源ࣣ屬於非市場

，與一般可用市場價來計算的與മ務不同，ค法以市場

交ඤ價來加以衡量，其效益評估上較為֚ᜤ。 

非市場評估法一般有特ቻ價法、旅遊成本法及條件評

估法，依評估٣項及對象Զ有所不同(羴表2.7-4，適合本計畫之評

估法有旅遊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TCM)及條件評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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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旅遊成本法的基本原理是

藉觀察費ޣ在休閒場所的旅遊成本，包含१எ費用、交通費

用、ߐ౻及保ᓀ等，來衡量其效益或價值ǹ條件評估法則是在ؒ

有實交易市場存在的前提下建立一ଷ設市場或擬市場，在此

ଷ設性的市場之下，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在ଷ設條件下受訪ޣ對

特定資源之願意支屃價值(willingness to pay，WTP)或願受價值

(willingness to accept，WTA)，再透過計量模型分析或統計分析，

推估出非市場之效益或價值，故此方法Ξ稱為「ଷ設市場

法」，為近年來在實務上最廣ݱ應用的一種非市場評估法。 

ՠ旅遊成本評估法屯可以用以評估目前使用價值，條件評估

法則可用以評估目前使用價值、未來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上。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開發完成後，其環境資源顯現之價值主要有表

現在遊憩體驗中的未來使用效益，及自然生態資源保育價值之非

使用效益，故適合選用條件評估法來進行效益評估。 

表表表表 2.7-3 環環環環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境資源經濟價值分析表 
效益 

類別 
說明 評估應用 

本計畫 

效益 

 接使用價值ɡޔ

வࢌ٣種行為，ޔ接使用ࢌ項

資源Զ獲得之效益 

遊憩效益(଼行、៛營)及原料生產效

益(ࣶ峇木材、種植農作物)等 
目前使

用價值 間接使用價值ɡ 

வࢌ٣種行為，間接獲得此資

源之效益 

遊憩效益(照相、ݒ賞景觀)及美質效

益(增加鄰近地區之美化)等 

未來使

用價值 

Ξ稱選擇價值，指費ޣ不ዴ

定未來是ց會使用ࢌ項資

源，ՠ現在願意支屃一定金

ᚐ，使羳項資源獲得保存 

費ޣ未來有可能選擇使用ࢌ項資

源，Զ現在願意支屃之金ᚐ，適用於

ջ將開發或岗在開發中地區效益之評

估 

Ή 

非使用 

價值 

Ξ稱保育價值，指費ޣ不岊

親自實地前往當地活動或使

用羳項遊憩資源，ՠ資源本ي

之存在़生出之效益 

可分為存在價值及ᒪᜄ價值二種方式

來衡量，存在價值為ᗨ知道不會屢使

用ࢌ環境資源，ࠅ期ఈ羳項資源(ᐱ有

之景觀、ี有動植物)能ִ善的保

存下來Զ所願意支屃的價ǹᒪᜄ價

值是׆ఈ此資源能獲得適當保存，以

能讓後代η所٦受利用所願意支ߡ

屃的價 

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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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7-4 環環環環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境資源的衡量方法及衡量對象分析表 

評估٣項 特ቻ價法 旅遊成本法 條件評估法 

人類଼ந Ή  Ή 

生活環境 Ή  Ή 

生態及景觀  Ή Ή 

3.效益評估 

(1)非使用經濟效益評估 

非使用經濟效益Ξ稱為保育效益，透過「存在價值」與「ᒪ

ᜄ價值」來衡量效益，Ώ為ค形的社會價值，其計算方式以潛

在遊客願意支屃之代價來衡量。本計畫以中ᤞ調整池可行性規

劃、ᅽ寶濕地發展生態旅遊經濟效益之ࣴڒ、ز南溪(河口段)

河川環境營造ಒ部規劃等相關計畫及ࣴز報告作為參考，推估

本計畫開發完成後之效益推估，並可提供本區未來爭取生態保

育相關經費之參考。 

以「存在價值」Զ言，受訪ޣ願意ᜅշ一金ᚐ，以支持

計畫區生態資源ᝩ續存在之平均比率均ຬ過五成，平均願屃價

約為1,140元。就「ᒪᜄ價值」Զ言，願意ᜅշ一金ᚐޣ，

均ຬ過五成，平均願屃價約為1,260元。整體Զ言，ค論是

「存在價值」或「ᒪᜄ價值」，均ຬ過屜數受訪ޣ願意支持，

顯示自然生態的ዴ有其ค形的社會價值(非使用經濟價值)。 

A.ଷ設條件 
(A)以上ॊ平均值及前章節估算之人工湖每年遊客數量為基

礎，估算非使用經濟價值。 

(B)烏溪鳥嘴潭人工湖每年遊客量為138,700人。 

(C)每人願意ᜅշ生態資源存在價值之金ᚐ為1,140元，願意ᜅ

շ比率ଷ設為50ʘ。 

(D)每人願意ᜅշ生態資源ᒪᜄ價值之金ᚐ為1,260元，願意ᜅ

շ比率ଷ設為50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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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估算公式 
非使用經濟效益ɨ遊客人數×(存在價值ᜅշ金ᚐ×ᜅշ比率ɠ

ᒪᜄ價值ᜅշ金ᚐ×ᜅշ比率) 

ɨ138,700× (1,140×0.5ɠ1,260×0.5) 

ɨ166,440,000元/年 

由推估結果可知，在此ଷ設條件下，對未來潛在遊客Զ言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每年具有166,440,000元的非使用經濟價

值，此一價值對於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來說，或不如未來使用

經濟效益來得具體、重要，ՠ可提供羳區在爭取生態保育相關

經費時做為一個參考的數據。 

C.未來使用經濟效益評估 
未來使用經濟效益評估以上ॊ三各相關案ٯ參與活動、參

與羫行程、參與ᓎ率等項目作為參考，估算本計畫經濟效

益，ऩ以羫行程方式，由管理單位安排及引導羫活動行

程，均有七成以上的受訪ޣ願意參與，平均願屃金ᚐ為370元。 

表表表表 2.7-5 與活動意願分析表與活動意願分析表與活動意願分析表與活動意願分析表 
活動參與項目 平均願屃金ᚐ 

1.在周邊ค停車空間之條件下，進入專設的停車場停放車輛。 50 

2.於ຎ野及॥景ؼ崅的活動廣場、草ڳ、休憩平台上進行野ᓓ或休憩

活動。 
55 

3.參觀人工湖取水過程及相關教育解說活動，體驗水資源的重要性。 55 

4.由專業解說員帶ሦ至園區內進行動植物生態指導及解說。 73 

5.沿人工湖堤岸᚛乘自行車，ݒ賞水域環境॥ᇮ及周邊岨園景色。 66 

6.參加縣۬ࡹ、市公所、社區聋體舉辦之大型活動，如南文化節、

原Ր民౼ڂ活動等。 
73 

合計 372 

(2)社會效益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主要目的為穩定民生用水需求及地下

水涵養，除整體工程建設可落實地方基礎建設、提供就業機

會、提高土地價值之效益外，透過環境營造之水域及綠地配

置，整合周邊環境資源，達到生態保育、觀光遊憩、教育解說、

文化保存等目的。 

A.生態保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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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內之道路兩側、圍提均透過綠帶，ׯ善工程開發之

ຎ衝擊，利用多樣化、複層植栽、連續性之列植與罵植等方

式，串連綠廊，增加生物窾ழ及棲息空間，建構完善的生物生

存網絡，達到「生態補償」目的。 

B.觀光遊憩效益 
計畫區內具有大面積之綠地、生態空間、人工湖水體景觀

等條件，配合休憩設施、自行車環線系統等規劃，可提供民

及遊客體驗自然॥光，٦受水域林蔭之美。此外，配合草屯鎮

自行車環線系統之連結，共同提ϲ草屯地區觀光產業發展，增

加觀光相關產業就業機會，提ϲ地區就業率。 

C.教育解說效益 
本計畫之整體綠化可提供生態棲息空間，可作為尜外生態

教育及解說之尜外教࠻ǹ此外，自上游之取水工程、人工湖蓄

水區等，ࣣ為水資源教育最崅之教學環境，透過實地參觀體

驗，教育民岗ዴ的用水觀念ǹ農村藝術意象營造及展演活

動，則可െ起民對於農村生活之記笧，進Զ達到文化܍與

保存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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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參參參參章章章章    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下游輸水工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一一一一、、、、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工作內容 

彰化地區公共給水長期使用地下水，近來地下水水質有ᅌ峟化現

象，且沿ੇ地區地層下陷況日益ᝄ重。規劃鳥嘴潭淨水場及下游輸水管

路以鳥嘴潭人工湖利用烏溪豐水期地表水與彰化地區現有地下水聯合運

用，以滿足未來公共用水需求，並取代地下水源使彰化地區地下水得以獲

得休養的機會，對國土保安將有重大貢獻。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主要工作項

目如下： 

(一)工作項目 

1.現有供水系統及環境資料ᇆࣴ析 

包含彰化地區既有淨水場位置、供水能力、既有管線、地下

水源之調查ǹ供水區域地形地勢ǹ既有道路分布、高ೲ鐵路路線ǹ

鄰近相關計畫及規劃。 

2.人工湖與彰化地區地下水聯合運用供水潛能初步評估 

評估鳥嘴潭人工湖供水潛能，並與彰化地區地下水聯合運用

以滿足彰化地區民國120年之目標需水量。 

3.輸水路線及淨水場ࣴ選評估 

調查人工湖周邊土地以評估並設置淨水場ǹ調查淨水場場址

周邊及彰化地區既有道路以規劃由淨水場至彰化地區之輸水路

線。 

4.輸水路及銜接點規劃佈置 

於淨水場場址規劃完成後，規劃原水導水路由人工湖銜接至

淨水場，並規劃導水路銜接點。 

5.工程費估算 

估算鳥嘴潭淨水場、輸水管路、導水管路及其屆附屬設施之

工程經費，作為後續相關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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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簡報及報告編ኗ 

依據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定期舉辦工作會報，以及期初、期

中、期末進度之ቩ查會，並進行下游輸水工程專題報告之編ኗ。 

(二)工作範圍 

本計畫擬評估於鳥嘴潭人工湖鄰近土地設置鳥嘴潭淨水場及其

屆相關之工程規劃，並規劃輸水至彰化地區之輸水管路等，人工湖位

址及供水範圍如圖3.1-1所示。 

 

圖圖圖圖 3.3.3.3.1111----1 1 1 1 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鳥嘴潭攔河堰及人工湖計畫工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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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流程 

依據上ॊ工作項目及流程，有關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之作業流程ࣴ

擬如圖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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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1111----2222    計畫工作構想及流程圖計畫工作構想及流程圖計畫工作構想及流程圖計畫工作構想及流程圖    



 

3-4 

二二二二、、、、計畫供水範圍計畫供水範圍計畫供水範圍計畫供水範圍 

鳥嘴潭人工湖完工後，供水範圍主要以彰化地區為主並支援草屯地區

部份用水，供水區域如圖3.2-1所示。 

 

圖圖圖圖 3.3.3.3.2222----1111    計畫供水範圍計畫供水範圍計畫供水範圍計畫供水範圍    

三三三三、、、、目標年及目標需水量目標年及目標需水量目標年及目標需水量目標年及目標需水量 

(一)目標年 

配合中部地區水資源利用規劃「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

經營策略檢討」(水利署，98年12月)，以民國120年為目標年。 

(二)目標需水量 

一般用水推估係受計畫目標年人口數、普及率、每人每日用水量

及抄見率等因素影響，其推估如下： 

一般用水需水量=(人口數×普及率×每人每日用水量)÷抄見率 

求得一般用水需水量之後，再依據計畫區之營運資料推求最大日

與平均日用水量之比值，求得最大日用水量，以作為供水管線設計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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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地區人口數係參考彰化縣統計要覽97年人口數，普及率則參

考過屢ᐕ年彰化地區之用水ᖿ勢，並考ቾ台灣自來水公司「中長程發

展計畫」之營運目標、地區特性及水源等據以推估彰化地區於民國120

年之普及率，並以普及率達99.8%為上限。 

抄見率依「台灣自來水現代化經營管理ᆜ要計畫」方法及目標值

作推估，預計民國95年~104年抄見率增加(ᅅ水率減少)5.02%，ջ平

均每年抄見率可增加0.502%，並保崌ଷ設民國105年以後抄見率不再

成長。每人每日用水量依水利署生活用水統計年報之各鄉鎮市用水

量，可配合用水人口、普及率、抄見率推估現況每人每日用水量，再

以目標年成長ᖿ勢推估彰化地區各鄉鎮市之每人每日用水量。 

最大日與平均日ջ代表日用水量之變化，一般Զ言最大日與平均

日之變化比值高低與人民生活ಞᄍ、社區大小、教育水準等相關。各

鄉鎮市之自來水系統用水需求亦需考量此最大日用水需求，計畫採用

台水公司ᐕ年供水資料整理後建議之各鄉鎮用水之最大日與平均日

用水需求比ٯ。 

以上ॊ人口數、普及率、抄見率及每人每日用水量ջ可推估彰化

地區平均需水量，並配合各鄉鎮最大日與平均日之比值ջ可推估最大

日需水量，相關成果如表3.3-1。 

彰化地區工業用水則參考「中部區域供水系統聯合供水管理規

劃」，將工業用水分為現有、開發中、ς編定及編定中推估(中成長用

水需求)，依各工業區位置估列其工業用水需求量。彰化地區各鄉鎮自

來水系統需水量成果如表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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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1 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 120 年生活用水需水量年生活用水需水量年生活用水需水量年生活用水需水量 
人口 

(人) 

普及率 

% 

有效供 

水人口(人) 

抄見率 

% 

每人日用水量 

(公ϲ) 

目標平均需水量 

(立方公尺) 

最大日需水量 

(立方公尺) 分區 鄉鎮市 

97 年 120 年 120 年 120 年 120 年 120 年 120 年 

比值 

民國 120 年 

彰化市 236,631 240,261 99.80 239,780 76.51 230 72,081 1.30 93,706 

和美鎮 89,386 90,757 99.80 90,575 76.51 220 26,044 1.30 33,858 

線西鄉 17,030 17,291 56.01 9,685 76.51 212 2,684 1.30 3,489 

伸港鄉 35,825 36,375 99.80 36,302 76.51 221 10,486 1.30 13,632 

彰化 

小計 378,872 384,684  376,342   111,295  144,684 

花笙鄉 46,193 46,902 96.93 45,462 77.55 215 12,604 1.40 17,645 

大村鄉 36,501 37,061 96.07 35,605 77.55 231 10,606 1.40 14,848 花笙 

小計 82,694 83,963  81,067   23,210  32,494 

北尡鎮 33,620 34,136 99.80 34,068 74.09 221 10,162 1.30 13,211 

心鄉 35,498 36,043 99.80 35,971 74.09 204 9,904 1.30 12,876 

岛耓鄉 39,595 40,202 96.79 38,912 74.09 205 10,767 1.30 13,997 

岨׀鄉 28,911 29,354 99.61 29,240 74.09 201 7,933 1.30 10,312 

୶頭鄉 32,015 32,506 96.51 31,372 74.09 202 8,553 1.30 11,119 

溪Ԁ鄉 32,031 32,522 94.83 30,841 74.09 198 8,242 1.30 10,715 

北尡 

小計 201,670 204,763  200,404   55,561  72,229 

二林鎮 54,795 55,636 93.05 51,769 82.61 201 12,596 1.40 17,634 

 ल鄉 36,784 37,348 93.55 34,939 82.61 215 9,093 1.40 12,730ޱ

大ࠤ鄉 19,094 19,387 89.32 17,316 82.61 220 4,611 1.40 6,456 

Ԯ༠鄉 16,616 16,871 84.91 14,325 82.61 204 3,537 1.40 4,952 

二林 

小計 127,289 129,242  118,349   29,838  41,773 

ജ港鎮 85,340 86,649 99.80 86,476 75.26 215 24,704 1.40 34,586 

ᅽ興鄉 49,005 49,757 99.80 49,657 79.10 212 13,309 1.40 18,632 ജ港 

小計 134,345 136,406  136,133   38,013  53,218 

員林鎮 125,962 127,894 99.80 127,638 74.31 250 42,941 1.40 60,117 
員林 

小計 125,962 127,894  127,638   42,941  60,117 

岨中鎮 44,769 45,456 99.80 45,365 69.07 207 13,596 1.50 20,394 

社頭鄉 45,231 45,925 99.80 45,833 69.07 200 13,271 1.50 19,907 

二水鄉 16,929 17,189 98.72 16,969 69.07 211 5,184 1.50 7,776 
二水 

小計 106,929 108,570  108,167   32,051  48,076 

溪湖鎮 56,449 57,315 99.80 57,200 79.10 204 14,752 1.30 19,178 

 水鄉 38,968 39,566 99.80 39,487 79.10 202 10,084 1.30 13,109ذ

ᡶ鄉 34,667 35,199 92.23 32,464 79.10 203 8,331 1.30 10,831 
溪湖 

小計 130,084 132,080  129,151   33,167  43,118 

合計 1,287,845 1,307,602  1,277,251 76.37 219 366,076 1.35 495,709 

資料來源：彰化縣 97 年統計要覽、「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營策略檢討」、本計畫估算整理 



 

3-7 

表表表表 3.3-2 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彰化地區各鄉鎮民國 120 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年自來水系統需水量 
單位：立方公尺 

工業用水 
生活用水 

現有 開發中 
合計 

分區 鄉鎮市 

平均日 最大日 平均日 最大日 平均日 最大日 平均日 最大日 

彰化市 72,081 93,706 690 800 0 0 72,771 94,506 

和美鎮 26,044 33,858 0 0 0 0 26,044 33,858 

線西鄉 2,684 3,489 0 0 20,000 23,200 22,684 26,689 

伸港鄉 10,486 13,632 0 0 0 0 10,486 13,632 

彰
化 

小計 111,295 144,684 690 800 20,000 23,200 131,985 168,684 

花笙鄉 12,604 17,645 100 116 0 0 12,704 17,761 

大村鄉 10,606 14,848 0 0 0 0 10,606 14,848 
花
壇 

小計 23,210 32,494 100 116 0 0 23,310 32,610 

北尡鎮 10,162 13,211 0 0 0 0 10,162 13,211 

心鄉 9,904 12,876 0 0 0 0 9,904 12,876 

岛耓鄉 10,767 13,997 0 0 0 0 10,767 13,997 

岨׀鄉 7,933 10,312 0 0 0 0 7,933 10,312 

୶頭鄉 8,553 11,119 200 232 0 0 8,753 11,351 

溪Ԁ鄉 8,242 10,715 0 0 0 0 8,242 10,715 

北
斗 

小計 55,561 72,229 200 232 0 0 55,761 72,461 

二林鎮 12,596 17,634 0 0 0 0 12,596 17,634 

 ल鄉 9,093 12,730 1,100 1,276 0 0 10,193 14,006ޱ

大ࠤ鄉 4,611 6,456 0 0 0 0 4,611 6,456 

Ԯ༠鄉 3,537 4,952 0 0 0 0 3,537 4,952 

二
林 

小計 29,838 41,773 1,100 1,276 0 0 30,938 43,049 

ജ港鎮 24,704 34,586 4,500 5,220 23,133 26,834 52,337 66,640 

ᅽ興鄉 13,309 18,632 2,800 3,248 0 0 16,109 21,880 
鹿
港 

小計 38,013 53,218 7,300 8,468 23,133 26,834 68,446 88,520 

員林鎮 42,941 60,117 200 232 0 0 43,141 60,349 員
林 小計 42,941 60,117 200 232 0 0 43,141 60,349 

岨中鎮 13,596 20,394 1,200 1,392 0 0 14,796 21,786 

社頭鄉 13,271 19,907 0 0 0 0 13,271 19,907 

二水鄉 5,184 7,776 0 0 0 0 5,184 7,776 

二
水 

小計 32,051 48,076 1,200 1,392 0 0 33,251 49,468 

溪湖鎮 14,752 19,178 0 0 0 0 14,752 19,178 

 水鄉 10,084 13,109 0 0 0 0 10,084 13,109ذ

ᡶ鄉 8,331 10,831 0 0 0 0 8,331 10,831 

溪
湖 

小計 33,167 43,118 0 0 0 0 33,167 43,118 

合計 366,076 495,709 10,790 12,516 43,133 50,034 419,999 558,260 

資料來源：「中部區域供水系統聯合供水管理規劃」及本計畫估算整理 



 

3-8 

四四四四、、、、計畫區供水現況計畫區供水現況計畫區供水現況計畫區供水現況 

(一)供水區域簡介 

1.位置 

彰化縣位於台灣中西部，北鄰台中會區，南隔ᐜ水溪和

林縣相ఈ，縣ݯ彰化市ॸ八ړ山為屏ም，彰化縣南北ᕵ長40公里，

東西最大寬度約為40公里，ੇ岸線長度為60公里，全縣總面積為

1074.4平方公里。 

2.地形 

彰化縣內地形可粗分為2大類，為平原習台地2大地形，前ޣ

為彰化平原，為台灣西部重要平原，係屬北部烏溪及南部ᐜ水溪

聯合ؑ積Զ成，面積約94,240公ഘ，՞全縣面積為87.71%，屮一

地形主體ɡ八ړ台地，則在彰化縣縣境東部，在地形上北部面積

較大且坡度較穓，越往南部面積縮小，面積為10,020公ഘ，՞9.33

ʘ，地形坡度增大，縣境內最高ੇܘ的ᐉ山(443公尺)ջ在此區。

其餘部分為高山林區，面積為3,180公ഘ，՞全縣面積2.96ʘ，主

要分布於東部之社頭、岨中、二水、員林、花笙及彰化等鄉鎮市，

地勢ଥ，ཱུ少穓坡地，不適於農ށ生產，為保安林地。 

3.地質 

彰化平原ջ為一ໜ起ੇ岸平原，ᐜ水溪、大غ溪、八ړ台地

之新ؑ積物再ᇂ於其上Զ形成的。 

彰化平原Ξ屬現代ؑ積層，係由ᐜ水溪及大غ溪帶來河層ؑ

積物，在ؑ積৻୴積，其質地以近上游，且ຯ河道越近ޣ，其ಈ

η越粗ǹ因此，以ᐜ水溪Դ河地及大غ溪南岸附近質地較粗，

多為砂質ᝆ土。 

新ᙑᐜ水溪河道間之ؑ積平原為ᦍ質ᝆ土和ᝆ土之混合，ᙑ

ᐜ水溪以北則為ᦍ質ᝆ土與ᦍ土之混合。Զ八ړ山台地地形中較

平穓安定之處多有आල色आᝆ、आ色आᝆ分布。在地形比較屓

起的地區多為आල色आᝆ，位置較低ޣ為आ色आ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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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通 

彰化縣內主要道路有南北向之國道1、台1、台19、台17及多

條縣道，東西向有台14及多條縣道，交通路網ஏ利於後續輸水

幹管路線之規劃，彰化縣交通概況如圖3.4-1所示。 

 

圖圖圖圖 3.3.3.3.4444----1 1 1 1 彰化地區主要道路分布圖彰化地區主要道路分布圖彰化地區主要道路分布圖彰化地區主要道路分布圖    

(二)供水形 

1.現況供水形 

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ᗧ屬於ᆵ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

管ᗄ，依供水系統可區分為彰化、花笙、北尡、二林、ജ港、員

林、二水、溪湖等八個供水系統，供應包含彰化市、和美鎮、伸

港鄉、線西鄉、花潭鄉、大村鄉、ذ水鄉、心鄉、北尡鎮、岛

耓鄉、溪ࢪ鄉、岨׀鄉、୶頭鄉、溪湖鎮、大ࠤ鄉、ޱल鄉、Ԯ

༠鄉、二林鄉、ജ港鎮、ᅽ興鄉、員林鎮、二水鄉、社頭鄉、

ᡶ鄉等鄉鎮市，彰化縣現有自來水供水系統範圍及輸水管線如圖

3.4-2及圖3.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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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4444----2222    彰化地區現有供水彰化地區現有供水彰化地區現有供水彰化地區現有供水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範圍範圍範圍範圍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 3.3.3.3.4444----3333    彰化地區現有供水系統管網圖彰化地區現有供水系統管網圖彰化地區現有供水系統管網圖彰化地區現有供水系統管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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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供水設施及出水能力 

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出水能力、供水地區等列如

表3.4-1，八個供水系統淨水場總出水能力為每日49.25萬立方公

尺。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൳屁全以地下水為水源，地表水源量則

༾不足道，惟自有水源不足時，才由台中地區支援。目前彰化地

區之自來水供應量為地下水每日30.0萬立方公尺，台中地區支援

每日4.0萬立方公尺。 

表表表表 3.4-1 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1/2) 
各水源當年取水量 

(萬立方公尺) 

系 

統 

峮 

稱 

供水地區 

設計 

供水人口

(人) 

系統 

供水能力 

(CMD) 

淨水場 

出水能力 

(CMD) 地下水 地面水 水水 

備ຏ 

40,000 1,064  

第三淨水場 三場等 12 口ϔ  

40,000 611  

全興淨水場 全興場等 7 口ϔ  

8,600 202  

350,000 88,600 

和美淨水場 和美場等 3 口ϔ  

彰

化 

(彰化市)、(和美鎮)、(伸港鄉)、(線

西鄉)等全市鎮鄉。 

 計 88,600 1,877  

1.受大台中系統支援

平均 68,900CMD 

2.支援花笙系統平均
500CMD 

20,000 494.1  

花笙淨水場 花笙場等 8 口ϔ  

2,000 11.4  

大村第一淨水場 大村一場 1 口ϔ  

8,000 226.5  

90,100 30,000 

大村第二淨水場 大村二場 3 口ϔ  

花

笙 

(花笙鄉)全鄉。 

(大村鄉)全鄉，ՠ美港、ᘍ༠等二村

由員林系統供水。 

 。金興村、ଧ西村等二村(水鄉ذ)

(心鄉)୶ᗪ村、୶罿村等二村。 

 計 30,000 732  

1.受彰化系統支援平

均 500CMD 

2.受北尡系統支援平

均 1,000CMD 

3.受員林系統支援平

均 2,700CMD 

15,200 341.7  

第二淨水場 二場等 5 口ϔ  

20,000 93.9  

୶頭淨水場 ୶頭場等 2 口ϔ  

20,000 722.4  

下ᡘ淨水場 下ᡘ場等 5 口ϔ  

15,900 421.2  

岛耓淨水場 岛耓場等 5 口ϔ  

24,000 278.6  

201,000 92,700 

心淨水場 心場等 4 口ϔ  

北

尡 

(北尡鎮)、(岛耓鄉)、(溪Ԁ鄉)等全

鄉鎮。 

(岨׀鄉)全鄉，ՠᅽ岨村、新興村由

二水系統供水。 

(୶頭鄉)全鄉，ՠ中和村、Ԯ圍村、

ᤞ內村、大湖村由二水系統供水。 

(心鄉)全鄉，ՠ୶ᗪ村、୶罿村、

中ᛥ村由花笙系統供水。 

(溪湖鎮)Ԯ圍、⌇ۭ、頂ᤞ、༰ছ等

小部分地區。 

 計 95,100 1,857.8  

1.支援花笙系統平均
1,000CMD 

2.下ᡘ場支援二水系

統約 3,500CMD 

3.受二水系統మ水۟

場支援 4,500CMD 

4.受二水系統岨中場

支援 2,500CMD 

12,000 420.3  

二林淨水場 二林等 3 口ϔ  

21,000 346.8  

ल等ޱ ल淨水場ޱ 8 口ϔ  

5,200 233.4  

124,400 38,200 

Ԯ༠淨水場 Ԯ༠等 4 口ϔ  

二

林 

(大ࠤ鄉)、(ޱल鄉)、(Ԯ༠鄉)等全

鄉。 

(二林鎮)全鎮，ՠ萬興里、岛興里、

ਁ興里、西ᤞ里、ఘޱ里、華ட里

等六里由溪湖系統供水。 

(୶頭鄉)ᤞ內村、中和村、Ԯ圍村、

大湖村等四村。 
 計 38,200 1,000.5  

1.支援ജ港系統約
1,500CMD 

2.二林場增加 3 口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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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4-1 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彰化地區自來水系統現有水源統計表(2/2) 
各水源當年取水量 

(萬立方公尺) 

系 

統 

峮 

稱 

供水地區 

設計 

供水人口

(人) 

系統 

供水能力 

(CMD) 

淨水場 

出水能力 

(CMD) 地下水 地面水 水水 

備ຏ 

13,800 309.2   

ജ港淨水場 ജ港場等 10 口ϔ   

20,000 488.7   

ছ場等ذ ছ淨水場ذ 10 口ϔ   

20,000 460.3   

122,000 58,800 

岌鐵ছ淨水場 岌鐵ছ場等 3 口ϔ   

ജ

港 

(ജ港鎮)全鎮。 

(ᅽ興鄉)ᅽ興、ᅽ南、西勢、同安、

二港、橋頭、ᅽ寶、頂ℚ、༺ℚ、ഝ

ছ、三和、鎮平、พஇ、ذছ等十四

村。 

 計 58,800 1,258.2   

受二林系統支援約
1,500CMD 

23,000 550.3  

第一淨水場 一場等 11 口ϔ  

24,000 614.0  

第二淨水場 二場等 11 口ϔ  

24,000 516.1  

130,000 71,000 

第三淨水場 三場等 6 口ϔ  

員

林 

(員林鎮)全鎮，ՠࢨԀቧ、後笗ছ、

南邊岨頭、南邊ছ、ࡑ人 、֞湖水֞、

ছ、֞屄內、水׀等九部落除外，

屮大明里一部分由二水系統供水。 

(大村鄉)美港、ᘍ༠等二村。 

 計 71,000 1,680.4  

支援花笙系統約
2,000CMD 

6,700 286.6  

ঀ和淨水場 ঀ和場等 4 口ు

ϔ，3 口寬口ϔ
  

24,000 442.6  

社頭淨水場 社頭場等 10 口ϔ  

26,000 553.8  

岨中淨水場 岨中場等 10 口ϔ  

2,400 158.5  

120,900 49,400 

మ水۟淨水場 మ水۟場等 4 口ϔ  

1.受北尡系統支援約
3,500CMD 

2.మ水۟場支援北尡

系統約 4,500CMD 

3.岨中場支援北尡系

統約 2,500CMD 

二

水 

(二水鄉)全鄉。 

(岨中鎮)全鎮，ՠ大社里、平和里等

少部分Ր尜ۘ未供水。 

(社頭鄉)全鄉。 

(岨׀鄉)ᅽ岨村、新興村等二村。 

(員林鎮)大明里一部分。 

 計 59,100 1,441.5   

15,700 474.4  

第一淨水場 一場等 7 口ϔ  

25,000 189.2  

第二淨水場 二場等 3 口ϔ  

16,000 626.3  

148,000 52,000 

ᅽ興淨水場 ᅽ興場等 8 口ϔ  

溪

湖 

(溪湖鎮)全鎮，ՠԮ圍、⌇ۭ、頂ᤞ、

༰ছ等小部分由北尡系供水。 

(ᡶ鄉)全鄉。 

(二林鎮)萬興、ਁ興、ఘޱ、西ᤞ、

華ட、岛興等六里。 

(岨׀鄉)ੇ豐部分地區。 

全鄉，ՠὨ西、金興等二村(水鄉ذ)

由花笙系統供水。 

(ᅽ興鄉)大ட、元中、外中、外、

萬豐、พ社、三ؗ、社׀等八村。 
 計 56,700 1,289.9  

 

合計 1,286,400 480,700 492,500 11,137.3 ɡ ɡ 

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公司九十七年ۭ各區管理處供水系統設計供水人口及供水能力統計表」，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民國 98 年 1 月。 

3.水資源供需分析 

彰化地區現況生活用水是由彰化地區地下水每日30萬立方公

尺及台中地區供水系統支援每日8萬立方公尺來供應，ջ彰化地區

現有水源量約每日38萬立方公尺。 

依據「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營策略檢討」(水利

署，98年12月)報告，彰化地區於民國96年公共用水需求量約為

每日36.6萬立方公尺，因彰化地區ഌ續規劃大型ࣽ學園區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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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預估於目標年(民國120年)公共用水需求量約為每日42萬立方

公尺，其水量供需如圖3.4-4所示。 

彰化地區目標年(民國120年)公共用水需求量較現況供水量

增加每日4萬立方公尺。 

38.0

42.042.041.240.240.4

36.6
35.9

38.0

48.0 48.0

30.0

30.0

26.0 26.0 26.0 26.0

8.0 8.0 8.0

0.0 0.0 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年別(民國)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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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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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

自來水需求量

總水源量

地下水水源量

台中系統支援水量

地下水供應26萬CMD(減供4萬CMD)

台中支援水量移回

地下水供應30萬CMD

地下水26萬+湖山支援4萬+鳥嘴潭18萬

 
資料來源：摘錄自水利署民國 98 年 12 月「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營策略檢討」，本規劃整理。 

圖圖圖圖 3.3.3.3.3333----4 4 4 4 前期計畫彰化地區目標年水量供需分前期計畫彰化地區目標年水量供需分前期計畫彰化地區目標年水量供需分前期計畫彰化地區目標年水量供需分析圖析圖析圖析圖    
(三)供水問題 

依據現況調查，目前彰化地區供水問題包ࡴ： 

1.既有地下水ϔ之出水量૰減 

各系統目前大部分ϝ以地下水ϔ作為水源，近年地下水量日

ᖿ૰減，部分ς不足以供給地區民生用水需求，因區域地下水位

下फ़，再៘新ϔ補足水源֚ᜤ，࡚需屮៘新水源ඹ代。 

2.水質ൾ化 

除地下水源量૰減外，近年部分地區水質日ᖿൾ化，山區地

下水源出現ฮለᡶේ含量過高、沿ੇ地區出現含ઈ量過高等問

題。ऩຬ出量僅略高ۘ可利用淨水設備加以處理，ՠऩ翦近於

用水源標準，依據「用水水源水質標準」規定ค法取用，導ठ

地下水源ค法供給穩定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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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鐵沿線及地層下陷 

彰化地區地層下陷ᝄ重，為經濟部列為ᝄ重地層下陷區域，

除合法水ϔ外，其餘水ϔ受管制ǹΞ配合高鐵通車，為求行車

安全，沿線3公里內不得ܜ用地下水ǹ故為配合ࡹ۬ࡹ策，ࡑߛ以

地面水源取代對現有地下水源之需求。 

4.台中支援水量移回 

目前台中支援彰化地區水源約8萬CMD，依據「區域水資源

經理策略擬定之ࣴز」(水利署，97.12)，支援水源計畫於民國106

年移回台中，以因應大台中地區用水需求。 

ᆕ合上ॊ問題，本規劃區內既有地下水源面臨不足之ึ境，ࡑߛ

地面水源ඹ代，以提供計畫區域׳穩定之用水需求ǹ既有地下水源ᗨ

部分因水質ൾ化或高鐵沿線Զค法使用，ՠϝ有部分水質優ؼ、水源

穩定之水ϔ，ϝ可ϒ以保留作為備援之用，與地面水源相ϕ配合，以

提供׳完整之水源調度系統，滿足計畫區內用水需求。 

五五五五、、、、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水源聯合運用水源聯合運用水源聯合運用 

(一)彰化地區地下水使用現況 

彰化地區目前主要水源為地下水，平均使用量約為每日30萬立方

公尺，惟目前彰化沿ੇ地區地層下陷日益ᝄ重，及台灣高ೲ鐵路行經

彰化東部，地下水源之ܜ用引起窋多ඛ測及ᅪቾ，以下分別針對地層

下陷地下水管制及高鐵沿線地下水管制進行說明，並評估受管制之水

源量及ഭ餘可用地下水量。 

1.彰化縣地下水管制區域 

彰化地區目前主要水源ࣣ為區內之地下水ϔ，依經濟部99年

1月經水崉第09920220160號ڄ公告之地下水管制區域(如表

3.5-1及圖3.5-1所示)及民國81年至97年彰化地區地層下陷區域圖

(如圖3.5-2)，顯示彰化地區地層下陷之形有வ沿ੇ地區向東往

彰化內ഌ地區延伸之ᖿ勢，為有效控制地層下陷之形，建議應

盡量൨求ඹ代水源，避免使用位於地下水管制區域內之地下水

源，目前位於地下水管制區域之淨水場有二林系統(ޱल、二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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Ԯ༠淨水場)、溪湖系統(溪湖第一、溪湖第二、ᅽ興)、ജ港系統(ജ

港淨水場)、彰化系統(和美、全興及彰化第三淨水場)。 

表表表表 3.5-1 彰化地區地下水管制區資料表彰化地區地下水管制區資料表彰化地區地下水管制區資料表彰化地區地下水管制區資料表 

鄉鎮 管制地段峮稱 

和美鎮 

和東段、和西段、和南段、和北段、和中段、Ԯ營段、月࣭段、Ϙ和

段、Ϙང段、和罵段、Ԯ段、Ԯ圍段、大ᗪ段、大段、۸ֵ段、

۸明段、中ቧ北段、ᅽଭ段、ᑗ友段、中圍段、༡ছছ段等地段全區

域。 

岨׀鄉 
ੇ豐ட段、ቼ豐段、新豐段、岨豐段、三豐段、民生段、岨ட段、ᅽ

ቺ段、和平段、岌༹段、ޱল段、民段、岨平段等地段全區域。 

花笙鄉 

口ᤞ段、口ᤞ段口ᤞ小段、花笙段、明ቺ段、岭֞段、溪北段、溪

南段、ᅽ۟段、南口段、長段、學前段、中岗段、ᐪᜦ段、華南段、

新金段、新中ᤞ段、橋頭段、新內ᤞ段等地段全區域。 

大村鄉 
नᴱ段、大西段、新興段、源罶段、大岨段、貢ᄡ段、鎮安段、ቼ安

段、大ᤞ段、南勢段、鎮北段、ཁ祥段、大村段等地段全區域。 

心鄉 
ᓄስ段、新館段、ᓄ興段、五通段、二重段、ᛥছ段、ᙑ館段、心

段ݨ車۫小段、ስ段ስ小段、୶ᗪ段ቧ小段等地段全區域。 

溪Ԁ鄉 

、新段、近段、復興段、育善段׳、段、ᙑ࣭段、ฦ山段、岣ছ段ࢪ

罳段、۸ֵ段、和平段、Ϙང段、八ቺ段、圳ቧ段、溪Ԁ段溪Ԁ小ߞ

段等地段全區域。 

員林鎮 大段全區域。 

其屆 
伸港、線西、ജ港、ذ水、ᅽ興、ޱल、ᡶ、二林、大ࠤ、Ԯ༠、

୶頭、溪湖等鄉(鎮)全區域。 

資料來源：經濟部經水崉第 09920220160 號(99.01.15)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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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5555----1111    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地下水管制區域地下水管制區域地下水管制區域地下水管制區域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 3.3.3.3.5555----2222    彰化地區地層下陷區域圖彰化地區地層下陷區域圖彰化地區地層下陷區域圖彰化地區地層下陷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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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ೲ鐵路沿線地下水管制範圍 

行ࡹଣ᠙於彰化林地區地層下陷問題日益ᝄ重，මᡗ中屹

相關單位就地層下陷各項問題ࣴ擬ׯ善方案，於「彰化林地區

地層下陷防ݯ計畫」中評估高鐵沿線3公里寬範圍內公有合法水ϔ

善彰化林地區ׯ移及填༞翧法之地下水ϔ，其目的在於有效࠾

長期地層下陷問題，ঈफ़低高ೲ鐵路(簡稱高鐵)行經彰化林地

層下陷地區影響其營運安全。 

以下分別就彰化地區高鐵沿線3公里、5公里及10公里範圍內

討論淨水場分布及其停用地下水源對彰化地區水源需求之影響。 

(1)沿線三公里 

彰化地區內位於高鐵沿線3公里以內之淨水場計有員林第

一淨水場、社頭淨水場等二০淨水場，其位置分布如圖3.5-3

所示，其目前地下水源之供水能力合計約每日2.72萬立方公

尺，ऩϒ以停用則彰化地區可用水量減為每日27.28萬立方公

尺。 

 

圖圖圖圖 3.3.3.3.5555----3333    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高高高高鐵沿線鐵沿線鐵沿線鐵沿線 3333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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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線五公里 

彰化地區內位於高鐵沿線5公里以內之淨水場計有員林第

一淨水場、員林第三淨水場、社頭淨水場及北尡第二淨水場等

四০淨水場，其位置分布如圖3.5-4所示，其合計供水能力約每

日5.07萬立方公尺，ऩϒ以停用則彰化地區可用水量減為每日

24.93萬立方公尺。 

 

圖圖圖圖 3.3.3.3.5555----4444    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高鐵沿線高鐵沿線高鐵沿線高鐵沿線 5555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    
(3)沿線十公里 

彰化地區內位於高鐵沿線10公里以內之淨水場計有花笙

淨水場、員林第一淨水場、員林第三淨水場、社頭淨水場、北

尡第二淨水場、୶頭淨水場、岨中淨水場、Ԯ༠淨水場及下ᡘ

淨水場等九০淨水場，其位置分布如圖3.5-5所示，其合計供水

能力約每日10.82萬立方公尺，ऩϒ以停用則彰化地區可用水

量減為每日19.18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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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5555----5555    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高鐵沿線高鐵沿線高鐵沿線高鐵沿線 1010101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    
考量彰化地區水源需求Ϫ並配合相關法令及ࡹ策，建議依「彰

化林地區地層下陷防ݯ計畫」以高鐵沿線3公里為限制範圍，此範

圍內之淨水場建議停尩使用地下水源，優先以本規劃地表水源ඹ代。 

3.地下水ഭ餘可用水量 

ᆕ合以上地層下陷管制區域及高鐵沿線3公里管制範圍內之

淨水場如圖3.5-6所示，建議停用地下水源之淨水場如表3.5-2所

示，停用之水源量合計約每日18.61萬立方公尺，則彰化地區可用

之地下水源減為每日11.39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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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5555----6666    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彰化地區管制區域管制區域管制區域管制區域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淨水場分佈圖    
表表表表 3.5-2 建議停用地下水源之淨水場資料表建議停用地下水源之淨水場資料表建議停用地下水源之淨水場資料表建議停用地下水源之淨水場資料表 

供水系統 淨水場峮稱 
停用水源量 

(萬立方公尺) 
建議停用原因 

全興淨水場 1.67 地層下陷管制 

和美淨水場 0.55 地層下陷管制 彰化 

彰化第三淨水場 2.92 地層下陷管制 

ജ港 ജ港淨水場 3.45 地層下陷管制 

ᅽ興淨水場 1.72 地層下陷管制 

溪湖第一淨水場 1.30 地層下陷管制 溪湖 

溪湖第二淨水場 0.52 地層下陷管制 

 ल淨水場 0.95 地層下陷管制ޱ

二林淨水場 1.15 地層下陷管制 二林 

Ԯ༠淨水場 0.64 地層下陷管制 

員林 員林第一淨水場 1.51 高鐵沿線 3 公里 

心淨水場 0.76 地層下陷管制 
北尡 

୶頭淨水場 0.26 地層下陷管制 

二水 社頭淨水場 1.21 高鐵沿線 3 公里 

合計 18.61 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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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化地區地表及地下水聯合運用供水規劃 

依據水利署「台灣地區水資源需求潛勢評估及經營策略檢討」

(98.12)及本報告前節推估之成果，彰化地區平均日需水量約為每日

42.0萬立方公尺，本規劃採烏溪地表水及彰化地區原有地下水聯合運

用以滿足彰化地區公共用水需求。 

本規劃地表水水源取自烏溪，係由鳥嘴潭攔河堰取水後蓄存於鳥

嘴潭人工湖，計畫經鳥嘴潭淨水場處理後供應至彰化地區，由於烏溪

豐枯水期流量不同之故，地表水源供水潛能亦隨之變動，導ठམ配之

地下水源量亦有不同。此外，湖山水之林內淨水場亦計畫支援彰化

南部地區每日5萬立方公尺，故本規劃分別就豐枯水期ु定彰化地區

地表及地下水源聯合運用供水策略。 

本規劃中彰化地區可用水源可區分為鳥嘴潭淨水場與林內淨水

場之地表水及彰化地區既有之地下水源，以下分別就彰化地區於豐枯

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策略加以說明。 

1.豐水期 

鳥嘴潭人工湖於豐水期供水潛能可達每日60萬立方公尺，因

優先供應草屯地區每日4萬立方公尺，故鳥嘴潭淨水場最大可供給

彰化地區每日56萬立方公尺之水量，可滿足彰化地區平均日需水

量42萬立方公尺。 

林內淨水場之水源及彰化地區地下水源建議可列為備援供

水，作為鳥嘴潭淨水場ค法供水或減量供水之供水對策，彰化地

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如圖3.5-7及圖3.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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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5555----7 7 7 7 本本本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    

 

圖圖圖圖 3.3.3.3.5555----8 8 8 8 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豐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    
2.枯水期 

鳥嘴潭人工湖於枯水期供水潛能達每日30萬立方公尺，因優

先供應草屯每日4萬立方公尺，故鳥嘴潭淨水場最大可供給彰化地

區每日26萬立方公尺之水源量，林內淨水場支援每日5萬立方公

尺，彰化地區既有地下水源可用水量每日約11萬立方公尺，總供

水量合計每日42萬立方公尺，࡞可滿足彰化地區平均日需水量，

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如圖3.5-9及圖3.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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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5555----9 9 9 9 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水源聯合運用分析圖    

 

圖圖圖圖 3.3.3.3.5555----10 10 10 10 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本規劃彰化地區枯水期各水源聯合運用示意圖    
(三)彰化地區現有地下水源取代原則 

ਥ據上ॊ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之成果，顯示於鳥嘴潭人工湖興

建完成並開ۈ供水後，彰化地區整體水源供應況ᅌᖿ於穩定，且應

可有效取代彰化地區ᝄ重地層下陷區域之地下水源。 

本規劃依據彰化地區各淨水場位置、地層下陷管制範圍及高鐵行

車路線，地下水源取代序建議以高鐵沿線3公里之內淨水場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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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計有員林第一淨水場及社頭淨水場，其次以地層下陷程度作為參

考依據，由於彰化地區地層下陷程度係由西南向東北ሀ減，故地下水

源取代亦為由西南向東北依序取代，二林系統之二林、ޱल及Ԯ༠淨

水場為先，其餘依序取代。 

(四)彰化地區地表及地下水聯合運用效益評估 

參考民國92年12月「彰化地區與烏溪水系地表地下水聯合運用」

報告，彰化地區地下水合理Ϣܜ水量約為每年6,000萬立方公尺，

Զ目前彰化地區之公共用水ܜ用地下水約為每日30萬立方公尺(ջ約

每年11,000萬立方公尺)，ς明顯ຬ過地下水合理ܜ水量。 

本規劃ࣴ擬民國120年彰化地區水源聯合運用，評估結果顯示彰

化地區地下水源於枯水期每日ϝܜ用約11萬立方公尺(ջ約每年

2,100萬立方公尺)，地下水ܜ用量符合彰化地區地下水合理Ϣܜ水

量，地下水每年減ܜ量達8,900萬立方公尺，顯示本規劃地下水減ܜ

效果顯，故本計畫ऩ能利推動，除能填補彰化地區目標年公共用

水增量需求，亦有շ於使彰化地區地下水ܜ水量維持在合理地下水ܜ

水量，以減穓地層下陷。 

六六六六、、、、烏溪鳥嘴潭淨水場規劃烏溪鳥嘴潭淨水場規劃烏溪鳥嘴潭淨水場規劃烏溪鳥嘴潭淨水場規劃 

(一)規劃原則之ࣴ擬 

本規劃自烏溪取水後蓄存於鳥嘴潭人工湖，原水ଌ至鳥嘴潭淨水

場處理後以輸水管ଌ水供應彰化縣及草屯鎮，其中鳥嘴潭淨水場規劃

原則如下： 

1.淨水場之設置地點需於地質ؼ崅能維持構造物之安定，基地易

於整平，फ़低開發成本。且其用地面積需足配置其計畫淨水

量(出水量)之相關設施。 

2.取水口輸ଌ原水至淨水場，其ଌ水條件可採重力ଌ水ޣ較٫。 

3.原水經淨水場處理後可以重力ଌ水至彰化地區及南投部分地

區，或盡量फ़低ܜ水ඦ程，以फ़低後續營運管理費用。 

4.工程施工ߡ利且方ߡ維護管理之地點。 

5.考ቾ具工程、經濟、務及社會環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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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淨水場規模 

1.原水水源 

鳥嘴潭淨水場之原水水源主要來自鳥嘴潭人工湖，人工湖於

豐水期可供應鳥嘴潭淨水場之水源量約每日60萬立方公尺，枯水

期之水源量約每日30萬立方公尺。 

2.處理水量 

鳥嘴潭淨水場處理水量係依據民國120年彰化地區及草屯地

區平均需水量並考量自來水最大日需水量之需求，計畫處理水量

初步規劃為每日60萬立方公尺。 

3.淨水場處理流程 

本規劃原水取自人工湖，人工湖有效容量達1,452萬立方公

尺，以豐水期ᐜ度較高時每日取水60萬CMD估算(枯水期ᐜ度較

低)，其؈फ़停留時間達25日。以攔河堰進水ᐜ度300NTU(攔河堰

高ᐜ度時不取水，故以200ࣾ立方公尺作為取水口可引水量上

限，其時ᐜ度約300NTU)，以屢除率90%估計，淨水場進水之原

水ᐜ度約為30NTU，原水ᐜ度並不高且有人工湖調節，其水質及

水量相當穩定，故淨水場之淨水單元建議不考ቾ設原水調節池及

初؈池(人工湖ջ相當原水調節池及初؈池)，以फ़低淨水場所需

用地面積。本規劃建議設置之淨水處理單元為原水經分水、混和、

穠笅、؈ᐘ、זᘠ及ࢥ等處理程序，其處理流程羴圖3.6-1。 

 

圖圖圖圖 3.3.3.3.6666----1111    鳥嘴潭淨水場處理流程示意圖鳥嘴潭淨水場處理流程示意圖鳥嘴潭淨水場處理流程示意圖鳥嘴潭淨水場處理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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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淨水場面積需求 

鳥嘴潭淨水場用地需求參考ᆵ灣自來水公司「鳥嘴潭堰下游

自來水供水計畫初步規劃」相關規劃成果，淨水場設計出水量為

每日600,000立方公尺。 

各處理單元設計原則及預估面積，參考自來水ڐ會所編「自

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概算如下： 

(1)分水ϔ 

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分水ϔ之容量以能調Ϭ

淨水有利分水為設計目標，停留時間通த以1.5分ដ設計最大原

水流量為準。為應屃水位之變動，Ξ方ߡ笵作維護，其ు度一

般在3.0ɴ5.0公尺之間。本規劃ᅉ留時間設為2分ដ，有效水

ు採4.2公尺，則分水ϔ面積=624,000×2ø1,440ø4.2=206平方

公尺，以210平方公尺計。 

 混池ז(2)

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停留時間通த以10~60

ࣾ為原則，本規劃設停留時間為45ࣾ，有效水ు採4.2公尺，

則ז混池面積=624,000×45ø86,400ø4.2=77.4平方公尺，屮加

計ᙅ流水渠等以150平方公尺估計。 

(3)穠笅池 

穠笅池用於使經加ᛰ混合之原水，藉ೲ度ৡߦ使穠Գ形成

增大。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穠Գ之形成竚穓ᄌ之

ᠳ或流動所得到接笅聚之機會，羳機會與ᠳ之程度Ȑջ

G值ȑ以及時間之長短(停留時間)有關，穠笅池ᅉ留時間長有

益於穠Գ之形成及增大，一般以20~60分ដ為準。本規劃設停

留時間為25分ដ，有效水ు4.2公尺，則穠笅池面積=624,000×

25ø1,440ø4.2=2,579平方公尺，屮加計ᙅ流水渠等以2,700平

方公尺估計。 

(4)௹管؈ᐘ池 

फ़屢除，減輕過؈體物及穠Գڰᐘ設備用於使水中ᝌੌ؈

ᘠ池之ॄ笸，؈ᐘ池形式ࡐ多，本規劃建議採用௹管؈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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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管؈ᐘ池設計停留

時間通த以大於1小時為原則，本規劃設為1.5小時，有效水ు

為4.65m，則؈ᐘ池面積=624,000×1.5ø24ø4.65=8,387平方公

尺，以8,400平方公尺計。 

 ᘠ池ז(5)

؈、ೲ藉ᘠ料之隔除ז體物ڰᘠ設備用於使水中ᝌੌז

ᐘ、吸附及化學ϸ應等加以屢除。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

說」，ᘠೲ以120~150公尺/Ϻ為原則，本規劃設為120公尺/

Ϻ，則זᘠ池面積=624,000ø120=5,200平方公尺，屮加計進

水、排水渠及水管廊，以8,000平方公尺估計。 

(6)మ水池 

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మ水池有效容量ە為淨

水場設計處理能力之1小時以上之當量，有效水ు在3~6公尺之

間。本規劃మ水池容量採80,000立方公尺，則其容量可滿足設

計處理能力之3.2小時當量。有效水ు採5.3公尺，則మ水池面

積=80,000ø5.3=15,094平方公尺，加計ᕅࠆ以16,000平方公尺

計。 

మ水池設2池，可分別停水以利మࢱ，每池容量40,000立

方公尺，每池水ు約5.3公尺。 

(7)ቲ水調Ϭ池 

ϸࢱቲ水量以每日24,000立方公尺估算，זᘠ池以12小時

笵作ϸࢱ，設本場ቲ水調Ϭ池能同時容納זᘠ池2小時ϸؑࢱ

水量，則其容量設為4,000立方公尺。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

準解說」，ቲ水池有效水ు以2~4公尺為準，本規劃設為3.2公

尺，則ቲ水調Ϭ池面積=4,000ø3.2=1,250平方公尺，以1,500

平方公尺估計。 

(8)ቲ水ȐԦݝȑ؈ᐘ池 

ቲ水(Ԧݝ)؈ᐘ池為一ڰన分離的程序，由藉由重力作用

或利用加ᛰ將זᘠ池ϸؑࢱ水中ᝌੌڰ體物ϒ以分離。其目的

為藉؈फ़屢除ᝌੌ物質，分離的ଳ淨上ዂన可以回ԏ至分水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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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使用，؈ᐘ的ۭݝ則排入Ԧݝϔ後再ܜଌ至Ԧݝᐚ縮池再進

行ᐚ縮，屮考量ϸؑࢱቲ水量大且較未具Ԧࢉ性易於處理，為

ࣔ惜水資源，以不加Polymerᛰ笆方式處理，其上ዂన回ԏ使

用為原則。 

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高ೲ混笅؈ᐘ池有效水

ు3.5公尺以上。本淨水場流進ቲ水調Ϭ池ቲ水量設為每日

24,000立方公尺，再經ቲ水(Ԧݝ)؈ᐘ池處理。設ቲ水؈ᐘ池

有效水ు為4公尺，ᅉ留時間4.8小時，則ቲ水؈ᐘ池所需面積

=24,000×4.8ø24ø4=1,200平方公尺，以1,500平方公尺估計。 

(9)Ԧݝᐚ縮池 

本淨水場Ԧݝ量採用AWWARF公式 

Qs=Q(0.44Al+SS+P)×10-6估算ఫݝ量。 

౷ለ竍笆量本規劃採20mg/l估算，ᝌੌڰ體物含量以

30mg/l估算Ԧݝ量。ଷ設淨水場不需బ加շ笅笆，亦ջP=0，

則每日Ԧݝ產量為624,000×(0.44×20+30)×10-6=27.52公噸，以

28公噸計。 

Ԧݝᐚ縮池容量，一般以計畫處理ఫݝ量之24~48小時ᅉ

留時間和ڰ體物質ॄ10~50公尢/立方公尺-日作為設計標準。 

設進入Ԧݝᐚ縮池SSᐚ度為1%，比重為1.006，則淨水場

每日濕ఫݝቲ水產生量約為28ø0.01ø1.006=2,783立方公尺，

以2,800立方公尺估計。依「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解說」，建

議停留時間採48小時，有效水ు以3.5~4公尺為準，則Ԧݝᐚ

縮容量為2,800×2=5,600立方公尺。屮有效水ు採4公尺，則Ԧ

ᐚ縮池面積=5,600ø4=1,400平方公尺，以1,500平方公尺估ݝ

計。 

(10)ఫݝ處理設備 

(A)ਘଳ 

本法係利用光ᚼᠴ及砂ᘠᅖᘠ將ఫݝಥ水，ਘଳ需

要分多池，每池面積足ݙ入淨水場一日之排ݝ量，ߩ砂上



 

3-29 

ఫڰݝ體ᐚ度達20-30%後，ڊ除ݝሪ運క，並ࡠ復使用。此

法優點為管理笵作簡易，લ點為用地大，Ԧݝଳ化受Ϻং影響。 

設ఫڰݝ體ᐚ度達20-30%需30日，ڰ體ॄ量設為50公

尢 /立方公尺，則第一期ਘଳ所需面積為28,000 ×30 ø

50=16,800平方公尺，以18,000平方公尺估計。 

(B)機ఓಥ水設備 

如淨水場基地面積小，ค法有屌分用地配置ਘଳ，則

可考ቾ規劃機ఓಥ水設備。機ఓಥ水有離心法、空過ᘠ法、

帶壓法及壓ᘠ法等多種，有效率高、࣪時間及࣪土地之優點，

ՠ處理設備費用較高，且ಥ水前需加ᛰ調理，過ᘠన不適合回

ԏ再利用。依前ॊ計算結果，本規劃淨水場設計岗த最大處理

能力每日28公噸ଳԦݝ量，評估羫設處理機組及Ԧݝሪຟ存場

所需面積約為4,000平方公尺。 

(11)加ᛰ、加ෛ機܊及ຟᛰኲ用地 

加ᛰ、加ෛ機܊՞地面積約需1,000平方公尺，ຟᛰኲ面

積約需500平方公尺，合計面積約1,500平方公尺。 

(12)管理ኴ、受耐、變耐、配耐࠻及ঊ等 

管理ኴ建ᑐ面積需30公尺×40公尺=1,200平方公尺，受

耐、變耐、配耐࠻及ঊ等零ࢃ建ᑐ物面積以1,000平方公尺

計，合計面積約2,200平方公尺。 

各單元所需面積統計列於表3.6-1，由於本淨水場用地平ڶ，

高ৡ僅約ৡ3-5公尺，故其建穤率擬以60%計，ऩ採用機ఓಥ水設

備時，淨水場所需面積約為7.9公ഘǹ採用ਘଳ設備時淨水場所

需面積約為10.3公ഘ，由於本區全年日ᠴۘ稱屌足，建議鳥嘴潭

淨水場採ਘଳ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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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6-1 各淨水單元用地面積評估統計表各淨水單元用地面積評估統計表各淨水單元用地面積評估統計表各淨水單元用地面積評估統計表 

所需面積(平方公尺) 
項次 內  容 

採ਘଳ 採機ఓಥ水設備 

1 分水ϔ 210 

 混池 150ז 2

3 穠笅池 2,700 

4 ௹管؈ᐘ池 8,400 

 ᘠ池 8,000ז 5

6 మ水池 16,000 

7 ቲ水調Ϭ池 1,500 

8 ቲ水(Ԧݝ)؈ᐘ池 1,500 

9 Ԧݝᐚ縮池 1,500 

10 ఫݝ處理設備 18,000 4,000 

11 加ᛰ機܊及ຟᛰኲ 1,500 

12 管理ኴ及其屆 2,200 

小計 61,660 47,660 

合計 (建穤率以 60%計) 102,767 79,433 

資料來源：鳥嘴潭堰下游自來水供水計畫初步規劃(ᆵ灣自來水公司中區工程處 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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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淨水場場址規劃 

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地點主要有二方案，鳥嘴潭淨水場方案一

規劃場址位於鳥嘴潭人工湖F湖區，鳥嘴潭淨水場方案二規劃於烏溪

岂岸，地處台63線及台3線間之農地ǹ淨水場二方案位置如圖3.6-2所

示，二方案分別說明如後： 

 

圖圖圖圖 3.3.3.3.6666----2222    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位置圖    
1.淨水場方案一 

(1)場址條件 

方案一場址位於人工湖F湖區現址，現地高程約100公尺，面

積約為10.9公ഘ，現況土地利用為使用中之農地。 

  
場址方案一預定位置，現況為一農地 場址方案一預定位置北側有國道 6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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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條件 

鳥嘴潭淨水場方案一預定場址主要地層為ؑ積層，地質以

石、砂及ℚ土為主要成分，土ᝆ成分主要為ؑ積土，場址鄰近耈

ቧ斷層約0.5公里，如圖3.6-3所示。 

 

圖圖圖圖 3.3.3.3.6666----3333    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地質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地質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地質圖鳥嘴潭淨水場初步規劃地質圖    
(3)交通條件 

場址方案一因利用人工湖F湖區，其連外交通可利用規劃場址

西側之產業道路連接台3線，，亦可利用規劃場址南側產業道路經

北勢⌇部落連接玉屏路(投6)後，接入國道6東草屯交流道連絡道

後，向北可連接國道6號，向南可連接台14ǹ惟規劃場址南側產

業道路坡度較ଥ且經人口ஏ區域才可連接主要道路較為不

利。 

(4)導水管路評估 

場址方案一ᆙ臨鳥嘴潭人工湖E湖區，其中E湖區高程約110

公尺，規劃場址高程約100公尺，其輸導水管路長度僅需約300公

尺如圖3.6-4所示，依水力計算導水路管৩需͝2,000డ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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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6666----4444    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至淨水場方案一至淨水場方案一至淨水場方案一至淨水場方案一導水管路線圖導水管路線圖導水管路線圖導水管路線圖    
(5)用地取得評估 

方案一規劃場址現階段為農地利用，本規劃98年度規劃成果

中擬規劃為鳥嘴潭人工湖用地，ऩ未來鳥嘴潭淨水場規劃於此，

৮影響鳥嘴潭人工湖現階段規劃成果，फ़低人工湖容進Զ影響

供水潛能ǹ且淨水場用地取得ೢ屬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用

地可能經由ڐ議價ᖼ或ቻԏ等程序取得。 

2.淨水場方案二 

(1)場址條件 

方案二場址則位於烏溪岂岸(草屯鎮溪南路)，介於࣪道台3線

烏溪橋西側至࣪道台63線(中投公路)東側，現地高程約85.5公

尺，面積約為14.5公ഘ，現況土地利用為使用中之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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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方案二預定位置，現況為一開ᗡ農地，

周邊有少ް܊。 

場址方案二預定位置位於溪南路邊，可連接

台 3 線及台 63 線。 

(2)地質條件 

鳥嘴潭淨水場方案二預定場址主要地層為ؑ積層，地質以

石、砂及ℚ土為主要成分，土ᝆ成分主要為ؑ積土，場址鄰近車

᠈斷層帶約1公里，如圖3.6-3所示。 

(3)交通條件 

場址方案二因地處台3線西側之農地，其連外交通可利用烏溪

岂岸堤後道路(溪南路)連接台3線，亦可利用場址西側之新豐里產

業道路連接新豐路(台63岪)後再轉入台十四線，交通ۘ稱ߡ利，

有利於未來淨水場施設。 

(4)導水管路評估 

場址方案二位於࣪道台3線西側之農地，故需由人工湖F湖區

新設導水管路約3,300公尺連接至鳥嘴潭淨水場如圖3.6-5所示，

人工湖F湖區高程約100公尺，規劃場址高程約85.5公尺，依水力

計算導水路管৩需͝2,000డԯ。 

  
方案二導水管路預定路線為寬約 10m 之道路 道路南側為一ச坡，ச坡高程約 2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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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6666----5555    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至淨水場方案二至淨水場方案二至淨水場方案二至淨水場方案二導水管路線圖導水管路線圖導水管路線圖導水管路線圖    
(5)用地取得評估 

方案二規劃場址現階段為農地利用，淨水場用地取得ೢ屬

台灣自來水公司，用地取得價ᖼ或ቻԏ，依「土地ቻԏ條ٯ」

土地費暫以公告現值加上40ʘ及「農作ؼׯ物ቻԏ補償費查估基

準」之補償基準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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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址評估比較 

本規劃淨水場包ࡴ初؈池、ז混池、穠笅池、؈ᐘ池、זᘠ

池、Ԧݝᐚ縮池等處理單元，屮ᗋ配置公用設施及機܊包ࡴ行

ሪຟ存場、各ቲ、ఫԏݝ大ኴ、水質檢驗中心、మ水池、Ԧࡹ

濕ϔ及ܜ水站、加ᛰ機܊、ᛰ笆ຟኲ、主變耐站及發耐機܊等，

此外ᗋ需規劃場內道路、綠地、場區周ࣚ退縮、ᅉࢫ池及法規規

定所需保留之保育區等用地需求，擬將針對淨水場之設置區位加

以評估說明。 

(1)場址面積 

初步評估淨水場方案一用地面積約10.9公ഘ、方案二面積

約14.5公ഘ，兩ޣ面積大小ࣣ符合淨水場設置之面積需求，其

中以方案二用地面積14.5公ഘ較為屌羮，有利淨水場相關設施

布置及後續利用，ऩ以場址面積評估，建議以方案二為٫。 

(2)高程評估 

初步評估淨水場方案一用地高程約100公尺、方案二用地

高程約85.5公尺，針對後需供水需求，方案一較方案二有水頭

較高之優勢，有利於後續輸水管線以重力ଌ水之規劃。 

(3)導水路 

人工湖至淨水場之導水路ऩ以延性᠗鐵管(DIP)埋設，方案

一導水路約需300公尺，經費約需0.56億元，方案二導水路約

3,300公尺，經費約需3.53億元，以導水路經費評估，建議以

方案一為٫。 

(4)對人工湖之影響 

方案需՞用人工湖預定湖區，減少人工湖容ठ供水能

力फ़低ǹ方案二位於烏溪南岸堤後農地，不ठ影響人工湖供水

能力，由於本規劃人工湖冀以最大開發取得較٫之供水潛能，

故評估以方案二為٫。 

ᆕ合以上各點，為使鳥嘴潭人工湖有較٫之供水能力，建議

淨水場場址以不影響人工湖供水能力之方案二為٫，方案二場址

主要位於草屯鎮溪南路旁(用地往東ຯ離࣪道台3線公路約1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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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往西ຯ離࣪道台63線中投公路約0.5公里)，方案比較如表3.6-2

所示。 

(四)人工湖與淨水場之銜接導水路 

鳥嘴潭淨水場以方案二為優選方案，計畫場址位處烏溪南岸堤後

道路(溪南路)之農地，與鳥嘴潭人工湖相ຯ約3.3公里，為利將人工

湖蓄存之原水ଌ至淨水場，計畫以管৩2,000డԯ之延性᠗鐵管(DIP)

連接人工湖與淨水場，經費約需3.53億元，導水路路線及銜接點位置

如圖3.6-6所示。 

 

圖圖圖圖 3.3.3.3.6666----6 6 6 6 導水路銜接點位置圖導水路銜接點位置圖導水路銜接點位置圖導水路銜接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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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6-2 淨水場淨水場淨水場淨水場選址選址選址選址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用地選址 鳥嘴潭場址方案一 鳥嘴潭場址方案二 

場址位置 

1.人工湖 F 湖區。 

2.國道 6 號以南。 

3.東草屯交流道以西。 

1.烏溪岂岸。 

2.草屯鎮溪南路(投 92)。 

3.࣪道台 3 線以西約 1 公里。 

4.࣪道台 63 線中投公路以東約

0.5 公里。 

淨水場可用 

面積大小(公ഘ) 
10.9 14.5 

淨水場 

相對高程(公尺) 
100 85.5 

人工湖至淨水場 

之導水管 

由人工湖 E 湖區向西接入淨水

場。 

由人工湖 F 湖區向西連接產業道

路，接࣪道台 3 線中岗路，履轉

入溪南路後到達淨水場。 

埋設導水管 

長度(公尺) 
300 3,300 

導水管৩(డԯ) ͝2,000 ͝2,000 

用地取得 配合人工湖ቻԏ ڐ議價ᖼ或ቻԏ 

優點 

1.ຯ離人工湖接水點最近。 

2.地勢較高，利於重力供水。 

3.導水設備費用低༹。 

1.目前土地利用為農地。 

2.ຯ車᠈斷層相對較ᇻ且位於

斷層下ዬ，地質條件相對穩

定。 

3.周邊ۘ有其餘農地，未來淨水

場有ᘉ建之空間。 

4.鄰近台 3 及台 63，施工較為ߡ

利。 

લ點 

1.臨近耈ቧ斷層，可能產生ᒱ

動，有破壞水工結構之羗。 

2.՞用人工湖 F 湖區，人工湖

容減少，फ़低人工湖供水潛

能。 

3.周邊土地受限於地形條件，未

來৮ค法ᘉ大淨水場規模。 

1.ຯ離初؈池接水點較ᇻ，接管

成本高。 

2.規劃場址附近有少數民崍與ቷ

 。用地較不方岗，܊

3.高程較低，草屯地區需加壓供

水。 

4.場址為د有地，用地取得存在

變數 

方案選擇 ɡ 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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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下游輸水工程規劃下游輸水工程規劃 

本規劃水源取自烏溪，主要目的為作為彰化地區之ඹ代水源，其中原

水蓄存於鳥嘴潭人工湖，後經鳥嘴潭淨水場處理完成再ଌ至彰化各淨水場

進行水源調度。為將鳥嘴潭淨水場處理完成之水體利ଌ達彰化地區，故

需建立鳥嘴潭淨水場至彰化地區各淨水場間之輸水幹管以利各供水區水

源調度利用。 

本規劃目標年(民國120年)彰化地區最大日需水量為55.8萬CMD，計

畫由鳥嘴潭淨水場、林內淨水場及區域性地下水源供給，鳥嘴潭淨水場最

大出水量為每日60萬立方公尺、林內淨水場最大出水量為5萬CMD，不足

部分則由區域地下水源補足。 

(一)輸水管線規劃原則之ࣴ擬 

1.下游輸水工程規劃配合現場地形，避免其ֽ部高點，選擇能

ዴ保ଌ水機能之輸水路線，並竿量減少輸水路之長度，節࣪工

程費。 

2.考量用地需方ߡ取得，路線竿可能沿公有地(如既有道路)或配合

河道高᠁地埋設，避免需ቻԏد有地或ܨ窾民܊等可能़生

爭或工程費用增加等不利因素。 

3.路線之選定應考量施工之可能性，並竿量對既有設施、物件及

周邊Ր民生活之影響程度फ़至最低。 

4.考ቾ與既有地下管路之衝突性。 

5.考ቾ對環境衝擊影響低之工法。 

6.工程施工ߡ利且方ߡ維護管理之地點。 

7.考ቾ具工程、經濟、務及社會環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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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銜接之淨水場 

本規劃主要目標為以地表水取代地下水源，原則上鳥嘴潭淨水場

之下游輸水管線冀能連接至彰化地區所有淨水場以取代現行之地下

水源，ՠ由於部分淨水場場址地勢較高(岨中淨水場高程約130公尺)

或是地處ୃᇻ(下ᡘ淨水場及ঀ和淨水場)ค法ଌ達，其餘各淨水場ࣣ

列入本次輸水管線計畫連接之淨水場，各淨水場最大日需水量合計

49.8萬立方公尺。 

(三)下游輸水管線規劃 

鳥嘴潭淨水場規劃場址位於草屯鎮溪南路，與本規劃主要供水標

的彰化地區相隔ࣗᇻ且八ړ山ેᐉ岽於兩地之間，造成輸水管路ค法

就近銜接彰化既有淨水場，因八ړ山ે地勢較高不利於輸水管線布

設，建議輸水管線由鳥嘴潭淨水場向西北方埋設ᙅ過八ړ山ે後，再

向南延伸進入彰化地區。 

為利於輸水管線埋設用地之取得及避免ቻԏد有土地等ᘋ民問

題，輸水管線原則以既有道路為優先選擇ǹ屮考量彰化地區預計銜接

之既有淨水場位置大接近主要道路如࣪道台1線(花笙、心、員林

第一、員林第二、員林第三、岛耓、社頭、୶頭及北尡第二淨水場)、

台17線(ജ港淨水場)及台19線(ᅽ興、溪湖第一、溪湖第二)等，故本

規劃下游輸水管線主要依前ॊ之主要道路布設。 

本規劃下游管線大ठ可分為四條輸水幹管，主要為鳥嘴潭淨水場

至彰化市(A幹管)、彰化經員林至溪Ԁ(B幹管)、彰化市經ജ港、二林

至溪Ԁ(C幹管)及彰化至溪湖(D幹管)，各幹管位置圖如3.7-1所示，羴

ಒ說明分別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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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1 1 1 1 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下游輸水管線各幹管位置圖    
1.A幹管 

A幹管為連接鳥嘴潭淨水場至彰化市之輸水幹管，其輸水至彰化

系統各淨水場(全興、和美、彰化第三)，本規劃A幹管可分為二方案，

分別說明如下： 

(1)方案一(࣪道台14) 

本方案路線主要係沿台14線及台14岪線埋設，羴ಒ路線為

鳥嘴潭淨水場ʈ新豐里產業道路ʈ新豐路ʈ往北接台63ʈ向

南接入റང路ʈ向西接入草路ʈ銜接光華路ʈ復興路ʈ向

北接入彰南路ʈ銜接彰興路ʈ接入中山路三段ʈ烏溪堤後道

路ʈ向南接線東路(134岪)ʈ彰水路，規劃管線長度31.2公里，

管৩2,400డԯ，如圖3.7-2所示。 

(2)方案二(烏溪堤後道路) 

本方案路線主要係沿烏溪堤後道路埋設，羴ಒ路線為鳥嘴

潭淨水場ʈ向北接烏溪堤後道路ʈ接入中山路三段ʈ烏溪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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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道路ʈ向南接線東路(134岪)ʈ至彰水路口，規劃管線長度

29.3公里，管৩2,400డԯ，如圖3.7-2所示。 

輸水管線A幹管二方案ࣣ起於鳥嘴潭淨水場，尩於彰化市彰

ജ路及彰水路口，且二方案規劃之輸水路線於經過台1線後路線重

合一ठ，二方案ऩ以管線長度比較，以方案二烏溪堤後道路為٫，

且堤後道路非屬主要對路，管線埋設施工期間對ຼ遭交通衝擊較

小，惟其經過烏溪與ᒗᛥ溪༊流口及岨中二號堤防處有一開口堤

導ठ輸水管線ᙅ道台十四線，其ᙅ道之路線較為ઞ৮不易施

工ǹ方案一規劃路線ຯ離較ᇻ，惟其路線係沿台14線埋設，有施

工ߡ利之優點，且台14線道路大寬廣，管線埋設施工期間可透

過交通管制౧導車流，應可將對環境之影響फ़至最低。 

本規劃管線埋設經費依據台水公司有關埋管費用編列標準，

並考量最近之相關設施物價，並加計管路埋設於公路或縣、鄉、

道等挖道路路面অ復費等所需施工費用，其編列標準如附錄三

所示。方案一管線埋設經費初估34.0億元，方案二管線埋設經費

初估31.9億元。A幹管二方案比較如表3.7-1所示。 

ᆕ合上ॊ各點，ᗨ方案一埋管經費較方案二為高，ՠ由於方

案一施工較為ߡ利，且可避免破壞烏溪堤防之ᅪቾ，本規劃下游

輸水管線A幹管建議採用方案一沿࣪道台14線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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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7-1    A 幹管方案比較表幹管方案比較表幹管方案比較表幹管方案比較表 

 方案一(台 14 線) 方案二(烏溪堤後道路) 

管線長度 31,200 公尺 29,300 公尺 

管৩ 2,400 డԯ 2,400 డԯ 

用地現況 一般道路 水防道路 

預估經費 34.0 億元 31.9 億元 

優點 

1.交通ߡ利，方ߡ施工。 

2.路寬足，易於管線埋設施

工。 

1.非主要道路，交通衝擊低。 

2.路線較短，施工經費較低 

લ點 

1.路線較長，施工經費較高，

施工期可能較長。 

2.࣪道台 14 線為主要要道，

施工期間影響交通。 

1.水防道路普翬路寬ઞ，管

線埋設֚ᜤ。 

2.竚近烏溪堤防，৮破壞堤防

結構。 

3.翓越ᒗᛥ溪及開口堤處ᙅ

道，部分路線ઞ，৮不易

施工。 

方案擇定 建議方案 ɡ 

2.B幹管 

B幹管為彰化市經員林連接至溪Ԁ之輸水幹管，主要依࣪道

台1線埋設，其連接花笙系統、員林系統、北尡系統各淨水場，羴

ಒ路線為彰化市彰ജ路ʈ彰水路ʈ接入ட美路ʈ沿ྎ渠岂側向東

接入中山路ʈ向南接入ಶ光路ʈ員林中山路ʈ向南接入溪Ԁಶ光

路ʈ接入中山路ʈ至彰水路口，規劃管線長度32.6公里，管৩

1,500~900డԯ，如圖3.7-4所示。 

3.C幹管 

C幹管為彰化市經ജ港連接至溪Ԁ之輸水幹管，主要依࣪道

台17線及縣143埋設，其連接ജ港系統及二林系統各淨水場，羴

ಒ路線為彰化市彰ജ路ʈ石୶巷(彰27)ʈജ東路(彰18)ʈജ港鎮

民路ʈ向南銜接沿ੇ路五段(台17)ʈ向南接入草ᅇ路(縣143)ʈ

向南接入二溪路(縣143)ʈ大成路一段ʈ接入竾林路ʈ向南接入

Ԯജ路ʈ向東接入中興ຉ、Ԯ林路二段、溪林路ʈ向南接入彰水

路至中山路口，規劃管線長度45.3公里，管৩1,000~900డԯ，

如圖3.7-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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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幹線 

D幹管為彰化市連接至溪湖之輸水幹管，其連接溪湖系統各

淨水場(ᅽ興、溪湖第一、溪湖第二)，主要由彰化市彰ജ路ʈ彰

水路ʈ員ജ路，規劃管線長度12.5公里，管৩900డԯ，如圖3.7-4

所示。 

5.各淨水場連絡管 

由於各幹管並未ޔ接連接各淨水場，故施設輸水連絡管以

連接各淨水場，各淨水場連絡管合計19條長度合計約39.5公里，

各連絡管位置如圖3.7-1所示。 

6.加壓設備 

員林第一淨水場、員林第三淨水場及社頭淨水場，係連接本

規劃下游輸水管線B幹管以取得各淨水場所需之水源量，惟上ॊ

淨水場高程相對於B幹管為高，水量ค法利以重力ଌ水方式ଌ

達相關淨水場，故本規劃分別於員林第一、第三及社頭淨水場連

絡管前ᆄ設置加壓站，分別說明如下 

(1)員林加壓站 

B幹管於員林鎮處高程約為24.2公尺，員林第一淨水場高

程約66.2公尺，連絡管採用管৩600డԯ管長3,400公尺，加壓

水機(含ܜ水設備計畫採用三台ଭ力280(HP)ඦ程65公尺之ܜ

一部備援機組)。 

(2)社頭加壓站 

B幹管於岨׀鎮處高程約為31.4公尺，社頭淨水場高程約

78公尺，連絡管採用管৩600డԯ管長8,500公尺，加壓ܜ水設

備計畫採用三台ଭ力120(HP)ඦ程60公尺之ܜ水機(含一部備

援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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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3 3 3 3 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員林及社頭加壓站位置圖    
本規劃新建輸水管線共計四條，長度合計約121.6公里，表7-3-2

所示。 

表表表表 3.7-2 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新設輸水管線資料表 

管路 

峮稱 
起點 ಖ點 

管長 

(公尺) 

管৩ 

(డԯ) 

A 幹管 鳥嘴潭淨水場 彰化市 31,200 2,400 

B 幹管 彰化市 溪Ԁ鄉 32,600 1,500~900 

C 幹管 彰化市 溪Ԁ鄉 45,300 1,000~900 

D 幹管 彰化市 溪湖鄉 12,500 900 

合計 121,600 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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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4444    BBBB、、、、DDDD 幹管位置圖幹管位置圖幹管位置圖幹管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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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5555    CCCC 幹管位置圖幹管位置圖幹管位置圖幹管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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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ᝡ合 

由於彰化地區目前規劃有中ࣽ四期、國光石化等工業區，計畫由

大度攔河堰之工業專管供應其所需水源，大度堰輸水管線由主幹管及

兩支管由大度攔河堰分別接連至中ࣽ四期二林園區及國光石化園

區，以供應園區用水所需。 

大度堰輸水幹管埋設路線由大度堰؈ᐘ池末ᆄ沿烏溪岂岸堤內

防汛道路往北，至國道3號和美交流道ջ與興建中之「東西向זೲ公

路彰濱台中線彰濱聯絡道」銜接，沿此規劃道路經全興工業區及伸港

鄉(水׀、全興)市計畫區至台61線後南行，至線西鄉線工路交會口

處，埋接分支管路向西引入彰濱工業區。Զ後輸水幹管續沿台61線南

行，至ജ港鎮濱ੇ路向東銜接台17線，續沿ജ港鎮外環道路向南，ޔ

至台17線與ᙑᐜ水溪交會處分2條支管，支管(1)往南沿台17線至大ࠤ

鄉引入彰化縣西南ف(大ࠤ)ੇ地工業區，支管(2)沿ᙑᐜ水溪南岸至

中ࣽ四期基地(彰化縣二林鎮)。 

本規劃鳥嘴潭淨水場下游輸水管線之C幹管預定路線於台17線處

與大度堰輸水幹管預定路線重合，兩管線分布位置如圖3.7-6所示，此

處C幹線管৩為900డԯ，大度堰輸水管線管৩為2,200డԯ，台17線

於此管線重合路段現況為ᚈ向四線車道，路寬約20公尺，初步推估應

可同時埋設本規劃輸水幹管及大度攔河堰之工業專管，建議於管線埋

設前進行管線試挖及相關管線埋設ڐ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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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6 6 6 6 本規劃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本規劃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本規劃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本規劃下游輸水管線與大度堰輸水管線之相關位置圖    

(五)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地區供水系統之ࣴ析 

本規劃鳥嘴潭人工湖平均供水潛能約每日30萬立方公尺，豐水期

可增供至每日60萬立方公尺，本規劃主要供應彰化地區及草屯地區׳

公共用水，供水序以草屯優先供應每日4萬立方公尺，其餘水量再

供應彰化地區之需求。 

本規劃豐水期供水潛能達每日60萬立方公尺，Ԍ除草屯地區每日

4萬立方公尺及彰化地區每日42萬立方公尺，每日可用水量ۘഭ餘約

14萬立方公尺，為提高鳥嘴潭人工湖計畫效益及增進大台中地區供水

之穩定，建議下游輸水工程以A幹管連接至台中地區供水系統，初步

規劃利用原台中支援彰化地區用水之900డԯ輸水管連接至台中烏

日，於需要時可由鳥嘴潭淨水場支援台中供水系統，如圖3.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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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7 7 7 7 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鳥嘴潭人工湖支援台中供水管線銜接位置圖    

(六)輸水系統管網輸水能力驗 

為驗本規劃新設輸水管線輸水能力在最大日需水量之條件下

是ց能滿足彰化地區之用水需求，因此需藉由管網模式來ᇶշ模擬分

析以達到有效管理之目標，本規劃管網分析採美國環保署EPANET模

式，以下就本計畫使用之EPANET模式、管網輸水能力驗標的、條

件及系統元件加以說明： 

1.EPANET模式說明 

本計畫管網水力分析，將採用美國環保署所發展之EPANET

模式進行水力特性演算。EPANET最Ԑ於1960年代開ۈ進行發

展，至1970年代ςᑪ完善，後續也不斷地加以ׯ善與ᘉ屌，至西

元2000年推出EPANET2.0。EPANET2.0為Ԑ先發表之EPANET

ຎืހ本，開發Α使用ޣ圖形介面 (GUI,Graphic Users’

Interface)，同時利用元件化的管理方式，使分析工作進行׳為簡

化。EPANET演算功能強大，採用多次᠄代方式求解水力與水質

條件，對於節點或管線的數量並未限制，受到國ሞ間自來水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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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ߞᒘ。多業管網分析೬體，如MIKE NET、H2O NET

等，ࣣ是以EPANET為演算核心，再ᘉ大發展各項展示與圖型介

面。 

EPANET提供水力和水質分析兩種計算功能，並具備Α管

(link)、節點(node)、ܜ水機(pump)、ሚ(valve)、水池(storage 

tank)、水(reservoir)等設施，提供實ሞ分析的需要，本計畫僅

利用其水力演算之功能，進行各項分析與演算。 

EPANET水力分析時ଷ設第i節點和第j節點間的總水頭(total 

water head)平衡方程式為： 

ijji hHH =−

 

上式中，Hi、Hj分別為第i節點和第j節點的總水頭，Զhij為在

兩節點間的水頭ཞ失。Զ水頭ཞ失的計算方式，採用ੇ生Ǹ༹࠶

尮(Hazen Williams)公式： 

LQDCh 85.187.485.1
67.10

−−

=  

上式，h為水頭ཞ失(公尺)，C為ੇ生Ǹ༹࠶尮的ነᔔ係數，

Q為流量(ࣾ立方公尺)，D為管৩(公尺)，L為管長(公尺)。有關管

線ነᔔ係數C值的選擇，一般介於80~130間，依管種和使用年

份不同Զ有ৡ౦。 

EPANET藉由使用ޣ建立的管網資料，使用質量崌ࡡ和能量

崌ࡡ的觀念，可以建立各節點、管段間的控制方程式，求解時，

進行ϸ覆᠄代(iteration)，ջ可以פ到最٫解。EPANET可以依照

各節點與管線轉ש點的০標，自動計算各節點間的管長，提供管

網分析十分ߡ利地ڐշ，因此屯需要預先ᕕ解各節點的০標和高

程，就可以將各節點的資料輸入，加上估算各節點的需水狀況，

ջ可以建立演算區域內，所有需要計算的網點，同時顯示在ᑻ

聲上。 

總體Զ言，EPANET模式基本功能足，ᗨ然其笵作介面較

為簡略，且在除ᒱ驗的功能上較為લ局，ՠ屯要使用ޣ有ؼ崅

的水理知，相當適合進行供水調配及管網分析演算使用，可屌

份滿足本規劃管網分析工作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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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網輸水能力驗 

目的為驗本規劃彰化地區新設輸水幹管之輸水能力是ց滿

足羳地區最大日需水量。 

3.系統元件 

本規劃管網系統需建立之節點包ࡴ鳥嘴潭淨水場、計畫範圍

內既有淨水場、既有支援水量、幹管控制ሚ及各鄉鎮之用水量，

建立之管線為本規劃新設輸水幹管。各節點需輸入資料為高程、

供需水量、容，管線則為管長、管৩及ነᔔ係數C值，其中ነ

ᔔ係數C值參考「中部區域供水系統聯合供水管理規劃(98.12)」

彰化地區管網分析驗結果，設定ነᔔ係數C值為100。 

4.彰化地區管網輸水能力驗 

水力分析依本規劃新增管線、鳥嘴潭淨水場下游連接管路工

程之供水管線形成管網。以鳥嘴潭淨水場為ଌ水水源，出水後ଌ

至各區現有淨水場之మ水池，再利用現有各區現有淨水場之出水

管ଌ至各供水區，建置主要ଌ水管網。 

水力分析分兩種境，一為豐水期供水，由鳥嘴潭淨水場滿

翜供水，其二為枯水期供水，鳥嘴潭淨水場由於供水量減少，不

足水量除林內淨水場支援每日5萬立方公尺外及其餘由彰化地區

既有地下水源補足。 

豐水期供水，供水管線以目標年民國120年之需水量，以鳥

嘴潭淨水場提供每日49.8萬立方公尺用水，並以EPANET程式進

行管網水力分析，輸水管網分析成果羴圖3.7-8所示。 

枯水期供水，以鳥嘴潭淨水場提供26萬立方公尺用水及林內

淨水場支援5萬立方公尺，地下水源約18.8萬立方公尺，合計提供

約每日49.8萬立方公尺用水，ଌ水管網分析成果羴圖3.7-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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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8 8 8 8 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豐水期豐水期豐水期豐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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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7777----9 9 9 9 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彰化地區新設管線水力分析圖((((枯水期枯水期枯水期枯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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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工方法與管材評估 

本規劃輸水管線之埋設管線ሥ長，且沿線地形及地質變化與地下

埋設物亦複ᚇ，將影響管路埋設施工，各種施工方法加以討如下： 

1.明挖工法 

明挖工法係一般統之管線埋設方式，亦為各種工法中最為

經濟ޣ，因此除非受特殊條件所限制，如通過山ᔂ、河川、或市

區交通笚༞地段，岊採取ᒾ道、推進、潛࣯等其屆工法外，一

般均廣ݱ採明挖工法。ՠ考ቾ開挖ు度較ు或地層土質較೬等

因素，ठ有影響附近建ᑐ物或人員安全，可使用笮土支ኖ方式配

合施工，以提高施工安全(如圖3.7-10所示)。 

 

圖圖圖圖 3.3.3.3.7777----10 10 10 10 明挖工法斷面參考圖明挖工法斷面參考圖明挖工法斷面參考圖明挖工法斷面參考圖    
2.推進工法 

在市區交通ᕷԆ地段，為ዴ保交通安全及減少因明挖施工對

交通造成阻༞，或在地下ς有其屆管線或其屆埋設物時，導ठค

法以明挖方式施工埋設管線，可使用推進工法埋管以ዴ保交通安

全、減少Ԧࢉ，並維護ۚ民安聤及建ᑐ物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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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工法受推力及管材限制，一般是用3.0公尺以下之ޔ৩且

長度不長的況。管৩越大可推進的長度相對越短，故ऩ用於較

大管৩建議採潛࣯工法施工。較த用之自來水管材包ࡴRCP外

管內羫DIP或SP、DIP推進管與WSP推進管，以採用DIP推進管較

為普翬，因ऩ採用ᒳ混笅土推進管時，ۘ屮加ᒳ內，考

ቾ管線之水ஏ性、ऐᇑ性、ऐΦ性及܍受內外壓力等要求，因此

在推進管段建議使用DIP推進管較為合適(如圖3.7-11所示)。 

 

圖圖圖圖 3.3.3.3.7777----11 11 11 11 推進工法斷面參考圖推進工法斷面參考圖推進工法斷面參考圖推進工法斷面參考圖    
3.水管橋 

管線需翓越河川或既有橋面時，建議採水管橋架空翓越方式

優先考ቾ(如圖3.7-12所示)。 

 

圖圖圖圖 3.3.3.3.7777----12 12 12 12 水管橋斷面參考圖水管橋斷面參考圖水管橋斷面參考圖水管橋斷面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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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材選用 

經初步ᑔ選，管材選用一般有延性᠗鐵管(DIP)、ᒳ管(SP)

及ᒳ管(PCCP)，其優લ點如下： 

(1)延性᠗鐵管(DIP) 

具有延展性、ऐ衝擊、可܍受外部岀大܍翜壓力、ऐᆭ

ᇑ性ؼ崅、施工簡易、接頭零件ሸ全及使用聕ڮ長等優點，ՠ

較易因地竘產生之外壓破壞變形，且初設費ั高。 

(2)ᒳ管(SP) 

、Ԕ強度大、延展性、ऐ衝擊、可ᅙ接成一體ל及ל

重量較輕、ཚ運施工及加工簡易，ऐ竘性٫且可配合複ᚇ地

形，不同ف度轉及ሚ類屮件需求，易於現場অׯ等優點。ՠ

易ᆭᇑ、大口৩容易壓ࡧ、安羫時需ݙ意聑層及回填，使用

ౌ接連接時易造成施工ೲ度ᄌ。 

(3)ᒳ管(PCCP) 

有ऐᆭᇑ性及ऐ耐ᇑ性之優點、內面粗ᕫ率較不依時間增

加、能ऐ外壓、價較༹等優點，屮PCCP為ᒳ性管，本ي強

度可以支ኖ外壓，聑層及回填較簡單。લ點為粗重、ཚ運施工

較費力、接頭ኙԔ性較ৡ、零件不ሸ全。 

就此三種管材之功能、效益、適用性、經濟性及相關法令，

分析評估列如表3.7-3所示。由於本規劃管線沿既設道路埋設，考

ቾ管內壓力變化以及日後維護對管材適用之影響，建議以延性᠗

鐵管(DIP)為本規劃輸水幹線主要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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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7-3 本計畫輸水管可用本計畫輸水管可用本計畫輸水管可用本計畫輸水管可用管材管材管材管材評估表評估表評估表評估表 
管材 DIP (延性᠗鐵管) SP (ᒳ管) PCCP (ᒳ管) 

功 

能 

1.優點： 

(1)質୲強延展性，能ऐ衝

擊，岗த使用聕ڮ長。 

(2)機ఓ接頭之ኙԔ性及伸縮性

٫。 

(3)接頭零件ሸ全，施工簡易。 

2.લ點： 

(1)重量較大，接頭容易ಥ開，

需採防ಥ接頭(依 CNS 規

，管৩ φ1500 之接合型式

僅 K,U 及 UF 型，ՠ K,U 型

ค防ಥ作用)，需設ڰ定台。 

(2)安羫回填需有ؼ崅聑層及ዴ

實的回填ᣕ實，以減少變形

量。 

(3)埋設於高ᆭᇑ性土ᝆ之管外

需作防ᇑ處理。 

(4)地竘產生的外壓及位移，易

ठ接頭破ᅅ水。 

1.優點： 

Ԕ強度大，延ל及ל(1)

展性、ऐ衝擊。 

(2)接頭可ᅙ接作一體且不易ಥ

落。 

(3)重量較 DIP 管輕，ཚ運及加

工簡易，施工ቸ性大。 

(4)ᒳ管之功能具有׳大強度、

優౦的水ஏ性及穩定性。 

2.લ點： 

(1)接頭ౌ接處需小心處理避免

ᆭᇑ，SP 非খ性體，大口৩

管容易壓ࡧ。 

(2)埋管ݙ意聑層及回填。 

(3)ౌ接時施工ೲ度ᄌ且՞用時

間長等問題。 

(4)重量輕，空管受地下水ੌ力

影響較大。 

(5)維অ費較高。 

1.優點 

(1)管材國內可產製，價相對

較低༹。 

(2)本ي強度可以支ኖ外壓，܍

受地下水ੌ力較٫。 

(3)PCCP 管具有水ݝ管及ᒳ管

之優點，水ݝ之ᡵ性環境，

使內層金屬表面產生非活性

之਼化鐵保護層，具防ᇑ

性，運轉維護費用較低。 

2.લ點 

(1)ऐ內壓能力較ৡ。 

(2)粗重、ཚ運施工較費力。 

(3)接頭容ୃف小，施工מ術

要求較高。 

(4)Ϫപ、開Ͼ及連接加工֚ᜤ。 

(5)易因應力ᆭᇑԶफ़低強度。 

效 

益 

1.施工זೲ，對管段埋設之施工

期影響較小。 

2.岗த使用時之使用年限為 40

年。 

1.施工ቸ性大，可配合特殊複ᚇ

地形場ౌ接。 

2.大口৩ᒳ管由ᒳ݈ౌԶ成，

生產ೲ度較ז，供期較易ඓ

控。 

3.使用年限為 20 年。ऩ加強維護

及防ឌ處理可延長使用年限至

30 年以上之經驗。 

1.接頭採܍ක口設計，施工簡易

ِೲ。 

2.使用年限為 50 年。 

法令

規定 

1.ु有國ৎ標準 CNS10808。 

2.國內可生產大口৩ቷৎ有 3 ৎ

以上，符合採ᖼ法要求。 

1.ु有國ৎ標準 CNS6568。 

2.國內可生產管材ቷ有 3 ৎ以

上，符合採ᖼ法要求。 

1.ु有國ৎ標準 CNS 12285。 

2.國內可生產此大口৩管材ቷৎ

有六ৎ以上，符合採ᖼ法要

求。 

經 

濟 

性 

1.一般口৩管材國內生產ሸ全，

成本略高。 

2.管材費： 

(1)一般管段：(φ1500K 型 3種管)

管ޔ 51,400 元/M。 

1.ऐ竘性٫，複ᚇ地形易於現場

অׯ，經濟效益٫。 

2.管材價適中，管材費如下： 

(1)一般管段(φ1500 管ࠆ 14mm) 

48,400 元/M。 

初設費低༹：五ભ管 45,600 元

/M。 

 

適 

用 

性 

可用於： 

(1)一般管段  (2)推進管段  

可用於： 

(1)一般管段   (2)水管橋   

(3)推進管段   (4)管及屮件 

1.可用於：一般管段 

2.不適用於： 

(1)水管橋  (2)推進管段 

適
用
管
段
及
綜
合
建
議 

1.DIP 造價相對高，管件受地竘

產生之外壓及相對位移需採用

防ಥ接頭，以免導ठ接頭破

ᅅ水，ค交通衝擊影響，故建

議採用一般管段及屮件。 

2.銜接分ݔ管及管之工作性較

ৡ，較ค法配合複ᚇ地形，及

管線不同ف度轉及ሚ類屮件

需求，需專ߐ依規製造。 

1.SP 管埋設時因其接頭ౌ接施

工ೲ度ᄌ，適用交通流量不受

影響處。 

2.防ᇑ能力需加強，現場ౌ接處

ϝ需依規範ቩ處理。 

3.因ऐ竘性٫且可配合複ᚇ地

形，配合管線不同ف度轉及

ሚ類屮件需求。 

一般管段：對ל管內壓力性能較

ৡ，製作程序較複ᚇ，品管不易

控制。適ە應用於管路使用壓力

等ભ較低之況。 

建議

方案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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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肆肆肆肆章章章章    工程經費評估工程經費評估工程經費評估工程經費評估 

一一一一、、、、環境景觀營造工程經費估算環境景觀營造工程經費估算環境景觀營造工程經費估算環境景觀營造工程經費估算 

1.工程經費概估 

鳥嘴潭人工湖環境景觀營造工程建造費用概估約為峆屛ഌٲ

ࡵ萬元，羴表4.1-1，主要工程分為三期計畫，各期經費羴ಒ明

ಒ表窊參見表4.1-2、4.1-3、4.1-4。 

表表表表 4.1-1 總工程經費概估表總工程經費概估表總工程經費概估表總工程經費概估表 

期程 區位 經費概估(元) 合計(萬元) 

A、A'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3,850,000 
第一期 

管理中心服務區(尜外開放空間) 6,050,000 
990 

B、D、E、F'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10,800,000 

引水路悠遊綠廊 2,150,000 

水漾景觀廊道 7,450,000 
第二期 

悠活轉驛服務區 15,750,000 

3,615 

C'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2,750,000 

活水生態綠廊 3,800,000 第三期 

湖畔漫遊區 4,200,000 

1,075 

總計  5,680 

表表表表 4.1-2 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一期工程經費概估表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一、 A、A'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一) 自行車道標線及相關設施 式 1 100,000 100,000 

(二) 植喬木(兩排列植,10 ԯ一ਲ਼) ਲ਼ 500 2,500 1,250,000 

(三) 植灌木 ʤ 5,000 400 2,000,000 

(四) 植草岮 ʤ 5,000 100 500,000 

 合計    3,850,000 

二、 管理中心服務區(尜外開放空間)     

(一) 停車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ʤ 1,000 2,000 3,000,000 

(二) 解說及賞景廣場 ʤ 100 3,000 400,000 

(三) 賞景休憩థߜ ০ 1 300,000 500,000 

(四) 休憩賞景ැ架 ০ 1 200,000 300,000 

(五) 景觀雕塑 式 1 300,000 500,000 

(六) 賞景步道(寬 2m) m 100 3,000 350,000 

(七)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200,000 200,000 

(八) 植栽綠美化工程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6,050,000 

 總計    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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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3 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二期工程經費概估表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一、 B、D、E、F'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一) 自行車道標線及相關設施 式 1 300,000 300,000 

(二) 植喬木(兩排列植,10 ԯ一ਲ਼) ਲ਼ 1,400 2,500 3,500,000 

(三) 植灌木 ʤ 14,000 400 5,600,000 

(四) 植草岮 ʤ 14,000 100 1,400,000 

 合計    10,800,000 

二、 引水路悠遊綠廊     

(一) 入口意象及周邊空間美化 式 1 80,000 150,000 

(二) 解說平台 式 1 200,000 500,000 

(三)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100,000 200,000 

(四) 休憩థߜ ০ 1 300,000 500,000 

(五) 植栽工程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2,150,000 

三、 水漾景觀廊道     

(一) 停車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ʤ 600 2,000 1,800,000 

(二) 親水階梯及安全護ឯ 式 1 1,200,000 1,200,000 

(三) 水波意象階梯 式 1 200,000 300,000 

(四) 休憩థߜ.ැ架 ০ 4 300,000 2,000,000 

(五) 廣場.平台 式 1 800,000 800,000 

(六)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50,000 50,000 

(七) 景觀雕塑 式 1 500,000 500,000 

(八) 植栽工程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7,450,000 

四、 悠活轉驛服務區     

(一) 停車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ʤ 1,000 2,000 3,000,000 

(二) 農產品展售空間及周邊環境營造 式 1 1,200,000 1,200,000 

(三) 輕१ᓓ廣場及周邊環境營造 式 1 500,000 500,000 

(四) 自行車ચ翎中心及周邊環境營造 式 1 1,500,000 1,500,000 

(五) 入口意象廣場 ʤ 800 3,000 3,200,000 

(六) 休憩廣場 ʤ 200 2,500 600,000 

(七) 休憩థߜ.ැ架 ০ 5 300,000 2,500,000 

(八) 親水棧道 式 1 200,000 300,000 

(九) 賞景步道(寬 2m) m 500 3,000 1,750,000 

(十) 解說導覽設施 式 1 100,000 200,000 

(十一) 植栽工程(含大面積活動草ڳ) 式 1 800,000 1,000,000 

 合計    15,750,000 

 總計    36,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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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4 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第三期工程經費概估表 

 工作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一、 C'池圍堤基本景觀工程  

(一) 自行車道標線及相關設施 式 1 50,000 50,000 

(二) 植喬木(兩排列植,10 ԯ一ਲ਼) ਲ਼ 360 2,500 900,000 

(三) 植灌木 ʤ 3,600 400 1,440,000 

(四) 植草岮 ʤ 3,600 100 360,000 

 合計    2,750,000 

二、 活水生態綠廊     

(一)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100,000 100,000 

(二) 草澤濕地.水༠空間營造 式 1 800,000 800,000 

(三) 生態觀察棧道.平台.步道 式 1 500,000 600,000 

(四) 休憩ැ架 ০ 3 300,000 1,500,000 

(五) 植栽工程-喬木(含林帶、隔離綠帶) 式 1 500,000 800,000 

 合計    3,800,000 

三、 湖畔漫遊區     

(一) 引道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二) 賞景平台及周邊綠美化 ০ 5 300,000 2,500,000 

(三) 導覽解說設施 式 1 200,000 200,000 

(四) 植栽工程 式 1 300,000 500,000 

 合計    4,200,000 

 總計    10,750,000 

2.相關計畫資源爭取 

本計畫環境營造項目中，包含E池南側土地水域活動發展、A’

池北側腹地活力堤岸賞遊區，未來建議可由南投縣۬ࡹ爭取經費

進行開發，並ॄೢ後續經營維護管理，所需經費如表4.1-5所示。 

表表表表 4.1-5 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相關計畫經費概估表 

項目 建議方案 經費概估(萬元) 

E 池南側土地水域

活動發展 

為提高本計畫區遊憩吸引力，提供社區民׳

多觀光發展機會，以及增加地方觀光ԏ益與就

業機會，未來建議可配合南投縣۬ࡹ發展相關

計畫，由南投縣܍۬ࡹચ開發，發展為景觀遊

憩湖區。 

800 

A’池北側腹地活力

堤岸賞遊區 

本分區可導入水資源教育活動及人文藝術展

演，作為烏溪堤岸進入本計畫區之入口迎賓

區。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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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下游輸水工程經費估算下游輸水工程經費估算下游輸水工程經費估算下游輸水工程經費估算 

(一)鳥嘴潭淨水場工程費估計 

依前ॊ規劃構想所擬之鳥嘴潭淨水場工程內容，主要項目包ࡴ： 

1.分水ϔ、調節池、ז混、穠笅、௹管؈ᐘ池及זᘠ池。 

2.మ水池：容積約8萬立方公尺，՞地約16,000平方公尺。 

3.ቲ水、Ԧݝ、上ዂన等ܜଌ站及暫存放流ኲ。 

4.ቲ水調Ϭ池：՞地約1,500平方公尺。 

5.ቲ水(Ԧݝ)؈ᐘ池：՞地約1,500平方公尺 

6.Ԧݝᐚ縮池：՞地約1,500平方公尺。 

7.Ԧݝᠴଳ：՞地約18,000平方公尺。 

8.加ᛰ區、加ෛ機܊：՞地約1,000平方公尺。 

9.ຟᛰኲ用地：՞地約500平方公尺。 

10.管理ኴ：՞地約1,200平方公尺。 

11.受耐、變耐、配耐࠻及ঊ等：՞地約1,000平方公尺。 

12.其屆聯絡管線：含處理水、ቲ水、放流水、排ݝ及加ᛰ管線等。 

13.其屆附屬工程：整地、大ߐ及圍ᕅ、ঊ、道路、ߘ排水、

穽࠻、景觀、植栽、回ԏ池、ቲ水放流池、ᅉࢫ池、耐、ሺ

控、照明、廣ኞ、通॥、空調、防、給排水等。 

由於本規劃淨水場規劃僅為初步規劃，並未針對淨水場各項設施

進行工程布置，上ॊ各工程項目之經費估算係參考湖山水下游淨水

場(處理容量每日40萬立方公尺，總工程成本23.8億元)及峱里第二淨

水場(處理容量每日60萬立方公尺，總工程成本28.1億元)，因鳥嘴潭

淨水場容量為60萬立方公尺，故初步以湖山淨水場工程經費加1.5

७與峱里第二淨水場工程經費相加後取平均值作為本規劃鳥嘴潭淨

水場工程經費估算，鳥嘴潭淨水場ޔ接工程費約為新台聱24.0億元，

總工程成本為32.85億元，羴如表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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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1 鳥嘴潭鳥嘴潭鳥嘴潭鳥嘴潭淨水場工程淨水場工程淨水場工程淨水場工程經費經費經費經費估算估算估算估算表表表表 

工作項目 工程費(屛元) 

1.土建工程 1,010,000 

2.環境工程及工業機ఓ設備 615,000 

3.管線工程 462,000 

4.ሺ控及耐設備 242,000 

5.環境品質ᅱ測 25,000 

6.環保安穽費 46,000 

(一)ޔ接工程費 

1~6 小計 2,400,000 

(二)間接工程費 ޔ接工程成本×5ʘ 120,000 

(三)工程預備費 ޔ接工程成本×30ʘ 720,000 

(四)物價調整費 ࡪ年平均上ᅍ率 45,000 

總工程費 3,285,000 

備ຏ：以上僅為淨水場工程經費，不含淨水場用地ቻԏ費用 

(二)下游輸水管路工程經費 

1.埋管工程經費編列標準 

本規劃管路工程包ࡴ原水導水管、ଌ水管及系統連絡管等，

埋管經費參考台水公司有關埋管費用編列標準，並考量最近之相

關設施物價，並加計管路埋設於公路或縣、鄉、道等挖道路路

面অ復費等所需施工費用。 

2.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概算 

原水導水管預計埋設管線͝2,000mm長度約3,300m並設置

耐動蝶ሚ1處。ࡪ照埋管標準施工費用編列標準表及其屆設施費

用，其工程成本費估算如表4.2-2所示，約需經費新台聱3.53億元。 

表表表表 4.2-2 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原水導水管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管線埋設費      

 1.φ2000 埋設費 m 3,300 86,000 283,800  

二 耐動蝶ሚ      

 φ2000m/m(10 ʦ f/c ʤ，含⢠ϔ) 處 1 3,500,000 3,500  

三 其屆附屬設備(排、排ݝሚ等) 全 1 2,838,000 2,838 約管線埋設費 1% 

四 管路ᅱ控系統 全 1 5,000,000 5,000  

五 挖路面অ復費 m2 36,300 560 20,328 鄉道 

 合計(一ɴ五)    315,466  

六 環保安穽費 式 1 6,309,320 6,309 約 2% 

七 工程預備費 式 1 31,224,600 31,225 約 10% 

九 總計(一ɴ六)    3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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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游輸水幹管工程 

下游ଌ水管工程以本規劃鳥嘴潭淨水場優選方案供水管網預

估埋設之管線，包ࡴA幹管͝2,400mm約31,200m、B幹管͝

1,500mm 約 15,460m 、͝ 1,000mm 約 2,870m及͝ 900mm約

14,260m，C幹管͝1,500mm約9,800m、͝900mm約35,550m，

D幹管͝900mm約12,500m，其工程成本費估算如表4.2-3所示，

約需經費73.27億元。 

表表表表 4.2-3 下游輸下游輸下游輸下游輸水水水水幹幹幹幹管工程管工程管工程管工程經費經費經費經費估算估算估算估算表表表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A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2400 埋設費 m 31,200 108,900 3,397,680 明挖覆ᇂ法 

 小計    3,397,680  

二 B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1500 埋設費 m 15,460 57,800 893,588 明挖覆ᇂ法 

 2.φ1000 埋設費 m 2,870 32,200 92,414 明挖覆ᇂ法 

 3.φ900 埋設費 m 14,260 26,500 377,890 明挖覆ᇂ法 

 小計    1,363,892  

三 C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1500 埋設費 m 9,800 57,800 566,440 明挖覆ᇂ法 

 2.φ900 埋設費 m 35,550 26,500 942,075 明挖覆ᇂ法 

 小計    1,508,515  

四 D 幹管管線埋設費      

 1.φ900 埋設費 m 12,500 26,500 331,250 明挖覆ᇂ法 

 小計    331,250  

六 其屆附屬設備(排、排ݝሚ等) 全 1 66,013,370 66,013 約管線埋設費 1% 

七 工程預備費 全 1 659,649,700 659,650 約管線埋設費 10% 

八 總計(一ɴ四)    7,3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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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統連絡管 

淨水場連絡管工程以輸水管線連接包ࡴ彰化、花笙、北尡、

二林、ജ港、員林、二水及溪湖系統等各淨水場，其管৩、數量

及工程成本費估算如表4.2-4所示，約需經費7.16億元。 

表表表表 4.2-4 淨水場連絡管工程淨水場連絡管工程淨水場連絡管工程淨水場連絡管工程經經經經費估算費估算費估算費估算表表表表 

供水系統 淨水場峮稱 管৩(డԯ) 數量(公尺) 單價(元) 複價(屛元) 

第三淨水場 1000 687 32,200 22,121 

全興淨水場 600 5,365 16,600 89,059 彰化 

和美淨水場 400 1,172 11,800 13,830 

花笙 花笙淨水場 1000 1,524 32,200 49,073 

第二淨水場 600 1,662 16,600 27,589 

୶頭淨水場 500 2,268 14,500 32,886 

岛耓淨水場 500 1,432 14,500 20,764 
北尡 

心淨水場 500 4,120 14,500 59,740 

二林淨水場 500 105 14,500 1,523 

 ल淨水場 500 3,873 14,500 56,159 二林ޱ

Ԯ༠淨水場 500 101 14,500 1,465 

ജ港 ജ港淨水場 900 168 26,500 4,452 

第一淨水場 600 688 16,600 11,421 

第二淨水場 500 456 14,500 6,612 員林 

第三淨水場 600 3,788 16,600 62,881 

二水 社頭淨水場 600 8,946 16,600 148,504 

第一淨水場 500 1,036 14,500 15,022 

第二淨水場 500 1,919 14,500 27,826 溪湖 

ᅽ興淨水場 500 35 14,500 508 

管線總長 39,345   

約管線埋設費   651,435 

工程預備費(約管線埋設費 10%) 1 式 64,565,170 64,565 

總工程費  7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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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壓設備 

(1)員林加壓站採用三台ଭ力280(HP)ඦ程65公尺之ܜ水機(含一

部備援機組)。 

(2)社頭加壓站計畫採用三台ଭ力120(HP)ඦ程60公尺之ܜ水機

(含一部備援機組)。 

其工程成本估算如表4.2-5所示，約需經費0.39億元。 

表表表表 4.2-5 加壓設備加壓設備加壓設備加壓設備工程工程工程工程經經經經費估算費估算費估算費估算表表表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員林加壓站      

 
1.加壓設備 

280HP×65M×40000CMD 
台 3 5,600,000 16,800  

 2.其屆配合設施 式 1 2,500,000 2,500  

 3.周邊景觀及綠化 式 1 3,000,000 3,000  

 4.工程預備費 式 1 2,480,000 2,480  

 小計    24,780  

二 社頭加壓站      

 
1.加壓設備 

120HP×60M×20000CMD 
台 3 2,400,000 7,200  

 2.其屆配合設施 式 1 2,500,000 2,500  

 3.周邊景觀及綠化 式 1 3,000,000 3,000  

 4.工程預備費 式 1 1,520,000 1,520  

 小計    14,220  

 總計(一ɴ二)    39,000  

(三)總工程經費. 

本計畫含人工湖導水管路、鳥嘴潭淨水場、下游輸水幹管、系統

連絡管及附屬加壓設備等所需工程費估算如表4.2-6，總工程費約為

117.2億元。 

表表表表 4.2-6 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下游自來水工程下游自來水工程下游自來水工程下游自來水工程經經經經費估算費估算費估算費估算表表表表 

項 次 工程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屛元) 複 價(屛元) 備ຏ 

一 淨水場 全 1 3,285,000 3,285,000  

二 導水路 全 1 353,000 353,000  

三 下游輸水幹管 全 1 7,327,000 7,327,000  

四 淨水場連絡管 全 1 716,000 716,000  

五 加壓站工程 全 1 38,500 39,000  

六 總計(一ɴ五)    11,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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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法令表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法令表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法令表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法令表 

條文 內容 

第 6 條 

1. 非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使用項目

及可使用ಒ目使用。ՠ中屹目的٣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

所需之臨時性設施，經ቻ得使用地之中屹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

後，得核為臨時使用。中屹目的٣業主管機關於核時，應ڄ窊ޔ

ᗄ市或縣 (市) ۬ࡹ通知土地ฦ記機關於土地ฦ記ᛛ標示部加ຏ臨時

使用用及期限。中屹目的٣業主管機關及ޔᗄ市、縣 (市) ۬ࡹ應

ॄೢᅱ࿎ዴ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ܨ除ࡠ復原狀。 

2. 前項容使用及臨時性設施，其屆法ࡓ有禁尩或限制使用之規定ޣ，

依其規定。 

3. 各種使用地容使用項目、可使用ಒ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 

4. 非市土地容使用執行要點，由內ࡹ部定之。 

5. 目的٣業主管機關為辦理容使用案件，得ຎ實ሞ需要，ु定ቩ查作

業要點。 

第 13 條 

1. 非市土地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ޣ׳，其岫窊人應依相關ቩ議

規範之規定製作開發計畫ਜ圖及檢同有關文件，並依下列程序，向ޔ

ᗄ市或縣 (市) ۬ࡹ岫窊辦理： 

一、岫窊開發可。 

二、岫窊ᚇ項執照。 

三、岫窊變׳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2. ੇ地如ς依其屆法令規定岫窊開發及造地施工可ޣ，免依前項第

一ී及第二ී規定辦理。 

第 15 條 

1. 非市土地開發需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ޣ׳，岫窊人於岫窊開發可

時，得依相關ቩ議規範規定，檢具開發計畫岫窊可，或僅先就開發

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變׳計畫岫窊可，並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

期限內，再檢具使用地變׳編定計畫岫窊可。 

第 27 條 

1. 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依第三章規定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變ޣ׳外，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岫窊變׳編定。 

2. 前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之變׳編定原則，除本規則屮有規定外，

應依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編定原則表如附表三辦理。 

3. 非市土地變׳編定執行要點，由內ࡹ部定之。 

二二二二、、、、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使用地容使用項目表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使用地容使用項目表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使用地容使用項目表非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使用地容使用項目表 

可使用ಒ目 附帶條件 

使用地類別 容使用項目 需經目的٣業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可 
 

(一)ࡪ現況或水利

計畫使用 

 現況或水利計畫使用ࡪ
 

1.水岸遊憩建ᑐ及構造物 本ී各目限於堰ᡘ、水

及原有灌溉୶、池。 

水利用地 

(二)水岸遊憩設施 

2.水上遊憩笐材ચ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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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ಒ目 附帶條件 

使用地類別 容使用項目 需經目的٣業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可 
 

3.船ݲ加ݨ設施  

4.遊憩停ݲዸ頭及অ護設施  

5.遊羅出ચ  

6.穽或防௱生設備及建ᑐ  

7.其屆水岸遊憩設施  

1.ౚ道  
(三)尜外遊設施 

2.ຬ輕型翜具起फ़場使用  

(四)採取土石 

採取土石 限於經土石採取機關

規劃公告整體砂石資

源開發區有案ޣ。 

(五)其屆經河川或

排水管理機關

核ޣ 

其屆經河川或排水管理機關核

 ޣ

限於河川區域內、水道

理計畫用地範圍內ݯ

或排水設施範圍內。 

1.再生能源發耐設施 限於॥力發耐、ϼ光

耐發耐設施點狀使

用，點狀使用面積不得

ຬ過660平方公尺及小

水力使用。 

(六)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2.再生能源輸ଌ管線設施 限於線狀使用。 

三三三三、、、、水利相關法規水利相關法規水利相關法規水利相關法規 

法規 條文 內容 

第 54-1 條 

1. 為維護水安全，水蓄水範圍內禁尩下列行為： 
一、྄壞或變׳蓄水建造物或設備。 
二、௴ഈ、移動或྄壞水耇ߐ或其附屬設施。 
三、క置ቲ土或ቲక物。 
四、採取土石。ՠ主管機關辦理之ᔵ⌃，不在此限。 
五、耜養࣊੬、養水產物或種植植物。 
六、排放不符水Ԧࢉ防制主管機關放流水標準之Ԧ水。 
七、翧ϸ水主管或管理機關公告可之遊憩範圍、活動項

目或行為。 
2. 於水蓄水範圍內施設建造物，應岫窊主管機關可。 
3. 前項可，主管機關得ૼہ水管理機關 (構) 辦理。目的

٣業主管機關為辦理容使用案件，得ຎ實ሞ需要，ु定ቩ
查作業要點。 

水利法 

第 54-2 條 
1. 水蓄水範圍由興辦人或其ૼہ管理機關 (構) 管理之。其

使用管理、蓄水範圍之ࣚ限與核定公告程序及其屆應ᒥ行٣
項之辦法，由中屹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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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條文 內容 

水蓄水範
圍使用管理
辦法 

第 5 條 

1. 於蓄水範圍內為下列使用行為，其行為人應向其管理機關 
(構) 岫窊可： 
一、施設建造物。 
二、變׳地形地ᇮ。 
三、放生、ਂንൡ生魚類、水產物。 
四、行竩船ใ、ੌ具。 
五、水域、水面使用。 
六、其屆影響水水質、水營運安全之使用行為。 

2. 前項應經可使用之行為以管理機關 (構) 依其水設立
目的及管理之需要公告ޣ為限。 

3. 管理機關 (構) 辦理第一項第一ී之可應報經主管機關
核。 

4. 管理機關 (構) 可第一項各ී之使用行為得ԏ取使用
費，其ԏ取標準由中屹主管機關屮定之。ՠ۬ࡹ機關經可
之各項使用行為，得免ԏ使用費。 

5. 第一項岫窊可使用行為應公告其可活動範圍、方式、受
理岫窊期限及限制٣項。 

四四四四、、、、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水源水質及水量保護相關法令 

法規 條文 內容 

自來水法 第 11 條 

1. 自來水٣業對其水源之保護，除依水利法之規定向水利主
管機關岫窊辦理外，得ຎ٣實需要，岫窊主管機關會有
關機關，劃定公布水質水量保護區，依本法或相關法ࡓ規
定，禁尩或限制岂列ຢ্水質與水量之行為： 
一、ᔲ峇林木或ᔲ笘土地。 
二、變׳河道足以影響水之自淨能力。 
三、土石採取或、採ठԦࢉ水源。 
四、排放ຬ過規定標準之工ቲ水或ৎԦ水，或其總量

ຬ過目的٣業主管機關所ु之標準。 
五、Ԧࢉ性工ቷ。 
六、設置֣ڱ埋場或ก化、ॹ、施放或క置֣ڱ、

Ԫ෦、土石、Ԧݝ、ᕨֿ、ቲݨ、ቲ化學品、動物ࡁ
ᓜ或其屆足以Ԧࢉ水源水質物品。 

七、在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重要取水口以上水
區養窘ǹ其屆以營利為目的，耜養ৎ、ৎ੬。 

八、以營利為目的之耜養ৎ੬、ৎ。 
九、高ᅟϻౚ場之興建或ᘉ建。 
十、核能或其屆能源之開發、放性ቲక物ᓯ存或處理場

所之興建。 
十一、其屆足以ຢ্水質、水量，經中屹主管機關會目

的٣業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 
2. 前項各ී之行為，為ۚ民生活或地方公共建設所岊要，且

經主管機關核ޣ，不在此限。 

用水管理條
 ٯ

第 5 條 

1. 在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用水取水口一定ຯ離內之
地區，不得有Ԧࢉ水源水質之行為。 

2. 前項Ԧࢉ水源水質之行為係指ǽ 
一、非法ࣶ峇林木或開笘土地。 
二、工業區之開發或Ԧࢉ性工ቷ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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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條文 內容 

三、核能及其屆能源之開發及放性核ቲ料ᓯ存或處理場
所之興建。 

四、ॹ、施放或క置֣ڱ、Ԫ෦、土石、Ԧݝ、ᕨֿ、
ቲݨ、ቲ化學品、動物ࡁᓜ或其屆足以Ԧࢉ水源水質
之物品。 

五、以營利為目的之耜養ৎ੬、ৎ。 
六、新社區之開發。ՠ原Ր民部落因人口自然增加形成之

社區，不在此限。 
七、高ᅟϻౚ場之興、অ建或ᘉ建。 
八、土石採取及、採。 
九、規模及範圍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運

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十、河道變׳足以影響水質自淨能力，且未經主管機關及

目的٣業主管機關同意ޣ。 
十一、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٣業

主管機關同意ޣ。 
十二、其屆經中屹主管機關公告禁尩之行為。 

3. 前項第一ී至第九ී及第十二ී之行為，為ۚ民生活所岊
要，且經主管機關核ޣ，不在此限。第一項用水水源
水質保護區之範圍及用水取水口之一定ຯ離，由ޔ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擬ु，報窊中屹主管機關核定後公
告之。其ੋ及二ޔᗄ市、縣 (市) 以上ޣ，由中屹主管機
關ु定公告之。 

4.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用水取水口一定ຯ離內之地
區，於公告後原有建ᑐ物及土地使用，經主管機關會有
關機關認為有Ԧࢉ水源水質ޣ，得通知所有人或使用人
於一定期間內ܨ除、ׯ善或ׯ變使用。其所受之ཞ失，由
自來水٣業或相關٣業補償之。 

 



 

 

 
 
 
 
 
 
 
 
 
 
 
 
 
 
 
 

附錄二  

社區訪談記錄 



 

附 2-1 

ψψψψ຺ᏯᑧԳՠྋࢤ۩ױቤ຺ᏯᑧԳՠྋࢤ۩ױቤ຺ᏯᑧԳՠྋࢤ۩ױቤ຺ᏯᑧԳՠྋࢤ۩ױቤΰΰΰΰ˅˂˅˅˂˅˅˂˅˅˂˅ααααωωωω    

環境營造റᠲܫ環境營造റᠲܫ環境營造റᠲܫ環境營造റᠲܫ    

ᓫᓫᓫᓫધᙕધᙕધᙕધᙕ।।।।    

99 年 5 27 10:00am 

南 屯  

 
 經魁   

ٝ工 顧 股 公  

建 、 、  

 經魁  

紀     

Ȑ一ȑ建議可於 B、B’ɴG 等七大湖區，可考量將 BɴG 等六個湖區各預留南

側三分之一個湖區作為؈砂池，亦可同時發展湖域觀光，ऩ影響整體蓄

水面積，則應羳檢討烏溪ຼ邊其屆用地，ᘉ大整體湖域範圍。 

Ȑ二ȑ北勢里ۚ民目前多以烏溪ຼ邊農地農作為生，ऩ農用土地ቻԏ後，農

民將คԏ入來源。因此人工湖區應導入觀光活動，提供本地ۚ民經營之

機會，亦可由土地ቻԏ之ۚ民組成管理ہ員會等方式，經營遊憩相關

產業。 

Ȑ三ȑ鄉村地區的ۚ民平日多以務農為主，與市的生活形態不同，因此自行

車道對於本地區之ۚ民Զ言較不重要，使用程度也會較低。ՠऩ是配合

導入觀光遊憩活動，吸引人ዊ來此，才有設置自行車專用道的意罳。 

Ȑ四ȑ水域觀光可導入觀光遊湖，ऩ考量動力船可能對水環境造成Ԧࢉ，則可

擬定相關管制，以耐動船及尝划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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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5 27 2:00pm 

南 屯  

 
 

經魁 、

、 、 
 

ٝ工 顧 股 公  

坤 、 建 、

、  

  ৠ南 屯 148-10  

紀     

Ȑ一ȑ議員：烏溪上游的河川寬度約 4:1N，至本地區河川ݯ理線ς達到 511N，

ࣗ至達 911N，多餘的土地就造成ੁ費Α，是ց有需要預留೭ሶ寬的河川

理線ǻ且ऩ要ቻԏ南側僅ݯ 2ɴ3 公ഘ土地作為觀光池使用，Ԍ除工程

及結構，僅ഭ餘 2 公ഘ，是ց足作為觀光遊憩使用ǻ建議可將人工湖

區預留 204 範圍作為沈ᐘ池，亦可作為ۚ民觀光遊憩使用。或是將 G 區

ᝩ續ᘉ大至烏溪橋，增加人工湖域的總面積。且北勢里之ۚ民農地ऩ

ቻԏ後，ᗨ然可以造ᅽ多下游ۚ民，ՠࠅ造成本地區之ۚ民ค經濟來

源。 

黎明工程回覆：烏溪計畫ݯ理線計畫ς由水利規劃試驗所尝規劃，ऩۚ民對

於ݯ理計畫線之範圍有所ᅪቾޣ，可提出討論。此外，因ং變窾關係，

每日फ़ߘ量可達 3111nn 以上，所以對於縮小ݯ理計畫線的部分，ϝ需

要ቩ檢討。 

Ȑ二ȑ議員：目前計畫區內的自હ農因土地ቻԏ，Զ失屢自હ農ي份，Դ

人年金ค法ሦ取。在法令上׆ఈ可以維持其自હ農ي份ǹቻԏ後的土地

可給ϒ下游的人使用，因此也׆ఈ可以給ϒ本地區土地ቻԏޣ之回

㎸，讓土地ቻԏԶค法હ作之ۚ民，有發展觀光之機會，成為旅遊ہ

員會之會員等。 

黎明工程回覆：在前次公᠋會時，有討論過自હ農ي份഼失之問題，ՠ需要透

過立法ہ員及經濟部等，共同ࣴ本問題。在觀光的部分可使用東草屯

聯絡道下方的空間，提供ۚ民作為觀光、遊憩等旅遊業之經營，成立管

理中心等與ۚ民共同經營。 

Ȑ四ȑ當地ۚ民：۬ࡹ要ቻԏ土地，岊在土地ቻԏޣ的益未受ཞ的況

下，۬ࡹ才能ቻԏ土地作為公利益使用。此外，北勢⌇地區窠一分

土地的ᒲ，ਥ本不足以到別處ວ地，是ց能以ࡹ 、۬台ᑗ的土地交ඤǻ

或是調整本地區的地價，讓ךॺ可到別處ວ地ᝩ續હ作。Զ且在三年過

後就഼失農保資，僅ഭ下建保，是農民後續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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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工程回覆：ऩ需要以公有土地或台ᑗ土地交ඤ，ϝ透過岗當程序辦理及

ᖼວ。 

Ȑ五ȑ議員：ቻԏ土地的方式是ց可比照۬ࡹ所提出之「小地主、大՝農」

之ࡹ策，土地ቻԏׯ以۬ࡹચ翎方式，土地ϝ維持其農業用地，每年由

向農民ચ翎或發放休હ補շ，所有ϝ為農民所有，透過ᛝ約方式۬ࡹ

保ም土地使用。不願意參與此方案ޣ，再透過ቻԏ方式。 

黎明工程回覆：土地ቻԏׯ以ચ翎之方案以ම經評估過，ՠ透過ચ翎之ચ金計

算為公告地價之 5ʘ，ચ金費用ϼ低，可接受度也較低。 

Ȑ六ȑ當地ۚ民：對於本地區的相關٣務，應羳有單一ื口處理，ऩ翩到問題

也不應羳僅透過法令的解ញ來解،。ऩ透過單一ื口則可將ۚ民的，ޣ

問題統一解،。 

Ȑ七ȑ議員：依據土地重劃及土地ؼׯ法，應提供 41ʘ土地作為公共設施及

綠地，回㎸給當地ۚ民作為經營觀光遊憩之用，׆ఈ最崅總面積可達 81

公ഘ以上。 

 

 



 

 

 
 
 
 
 
 
 
 
 
 
 
 
 
 
 
 

附錄三  

民意調查初步成果 



 

 

一一一一、、、、地方意見ሦ訪談地方意見ሦ訪談地方意見ሦ訪談地方意見ሦ訪談 

ȐȐȐȐ一一一一ȑȑȑȑ地方ሦ峮單地方ሦ峮單地方ሦ峮單地方ሦ峮單  

意見ሦ以計畫區內的機關२長及民意代表等合計9位，水利會、農會及社

區ڐ會ሦ3位，屮於訪談過程中ຎ況增加1位，共13位，其峮單羴附表3-1所

示。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    意見ሦ訪談峮單意見ሦ訪談峮單意見ሦ訪談峮單意見ሦ訪談峮單 

峮單 機關(單位)及ᙍ稱 ۉ峮 訪談時間 備ຏ 

1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㚍 99.08.23  

2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林ܲ⪓ 99.08.23  

3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簡景窟 99.08.24  

4 南投縣議員(草屯鎮) 經ሱ 99.08.27 增加峮ᚐ 

5 草屯鎮公所主任ઝਜ 林ࣂ在 99.08.25  

6 草屯鎮代表主ৢ 林ቼ 99.08.23  

7 草屯鎮農會總幹٣ 林木 99.08.26  

8 南投水利會會長 林ٌ۪ 99.08.30  

9 北勢里里長 林ݓ 99.08.30  

10 平林里里長 ಷమ草 99.08.27  

11 ஷ屰里里長 ࢫඵ 99.09.01  

12 土ࠤ里里長 施惟ቺ 99.08.25  

13 社區發展ڐ會草竜鄉土文教

 會理٣ڐ

ഋۏ達 99.08.24  

ȐȐȐȐ二二二二ȑȑȑȑ訪談過程訪談過程訪談過程訪談過程  

依前ॊ所擬地方ሦ峮單共有13位，依約定時間ࡨ訪，依時間序為南投縣

林議員、草屯鎮代表會林主ৢ、南投縣議員、草竜鄉土文教ڐ會ഋ理٣、南

投縣簡議員、草屯鎮公所林主任ઝਜ、土ࠤ里施里長、草屯農會林總幹٣、平林

里ಷ里長、南投縣議員、南投農岨水利會林會長、北勢里林里長、ஷ屰里ࢫ里

長，以上各地方意見ሦ均為親自面談並इ錄。 

 

ȐȐȐȐ三三三三ȑȑȑȑ訪談內容與分析訪談內容與分析訪談內容與分析訪談內容與分析  

2、訪談主軸 

)2*訪談內容 

)3*對當地用水水質水量࣮法 



 

 

)4*對計畫推動支持與ց࣮法 

)5*對土地ቻԏ補償࣮法 

)6*對當地環境營造與社會人文࣮法 

)7*受訪ޣ對計畫推動其屆࣮法或建議 

3、訪談इ錄 

依各地方意見ሦ之訪談इ錄大ठ可分共同議題及特殊議題2項。 

)2*共同議題 

B、依各地方意見ሦ表示對本計畫內容大多᠋ᆪ過)或ᕕ解*，Զ對水質

大ठ認為滿意)或ۘ可*，惟枯水期水量有不足之形，Զ對本計畫多採

支持態度。 

C、土地ቻԏ補償方式，應先調整當地地價，再以公告地價加四成以上之

方式，或比照中興新村高ભ園區ቻԏ地價方式，據當地ϸ應羳計畫區農

地目前地價行約2分411ɴ511萬元。 

D、農民農保問題至少維持現有હ種ޣ之益，不能使其഼失農保資。

 。應提出具體方案解除農民ᅪቾ۬ࡹ

E、對於土地ቻԏ應有多方案考量，如ଭ總統ࡹ策「小地主大՝農」，讓

有意願ቻԏޣቻԏ，不願ቻԏޣ採小地主方式，以保全其農保ي份。 

F、人工湖各湖臨山側應串聯，Զ下ᆄ增設帶狀遊湖區景觀設施並與公共

給水湖區分隔，以提高當地觀光及民就業，屮如能配合九九峰設置ᡙ

車置湖區，將׳能提高觀光產業。 

G、當地預定於土ࠤ里及北勢里)人工湖附近*推動花專業區帶動地方發

展，窊水利署支持配合環狀路線規劃。 

H、攔河堰建造應避免造成వ水，且舉辦地方說明會，增加民參與，

避免日後爭。 

I、攔河堰應越低越崅，最崅不ຬ過2公尺，且當地堤防මው堤過，日後工

程設計時其安全性需加強考量，並說明మཱ以解除民ᅪቾ。 



 

 

J、輸水渠道應沿堤防邊或道路旁佈置，避免வ中Ϫപ破壞農地的完整性，

使其不利農民હ種。 

K、建堰後會提高上游地下水位，需考量當地羒園వ水安全性問題。 

)3*特殊議題 

B、南投水利會 

a、人工湖取水應ዴ保南投農岨水利會水，下游保留水量應考量河道ᅖ

ᅅ量ϒ以增加。 

b、烏溪南北岸各取水口建議由本計畫採類՟攔河堰以共同引水方式

取水。 

C、草屯鎮公所 

a、原規劃人工湖為四個湖區，本次增加成為七個湖區，其原因為Ֆǻ 

b、人工湖如完成後，其南投與彰化供水比ٯ為Ֆǻ窊說明。 

D、草竜鄉土文教ڐ會 

a、目前人工湖規劃位置為農作物產值較高之地區，應考ቾׯ設至於烏溪

北岸土地較೦ዣ且農業經濟產值較低之地區。 

b、重大工程建設造成影響廣ݱ且ుᇻ，故規劃單位應ቩ考量對環境可

能產生的ሀ延性衝擊影響，應預先ִ善規劃Ⱥ環境生態補償Ȼ施ᄤ

ࣴ擬具體有效的ׯ善策略，方能減少阻力，讓工程利進行。 

二二二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ȐȐȐȐ一一一一ȑȑȑȑ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人  

問卷內容共有 1.是ց知道本計畫 2.Ֆ處知道本計畫 3.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

題 4.是ց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 5.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 6.

是ց認同人工湖有շ觀光產業 7.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其人ዊ是ց會影響日

த生活 8.是ց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 9.對本計畫ᜅ成與ց，共 9 項問เ，

其說明如下： 

2、是ց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1題，本項未填1ޣ份，有效問卷34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2，其選項為知道及不知道，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30及4份，有效百分比

分別為88%及1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2    土地所有人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知道 30 86 88

不知道 4 11 12

小計 34 97 100

1 3

35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3、Ֆ處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1題分項，未填5ޣ份，有效問卷30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3，其選項為縣۬ࡹ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會、ኞ൞體、親ܻ崅友及其

屆，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14、3、12及1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47%、10%、

40%及3%。 

4、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 

問卷內容第1.1題，本項未填6ޣ份，有效問卷29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

表3-4，其選項各為有及ؒ有，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23及6份，有效百分比

分別為79%及2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    土地所有人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縣۬ࡹ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會 14 40 47

ኞ൞體 3 9 10

親ܻ崅友 12 34 40

其屆 1 3 3

小計 30 86 100

5 14

35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4    土地所有人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 23 66 79

ؒ有 6 17 21

小計 29 83 100

6 17

35 100

有效的

總和

未填

4、是



 

 

ց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 

問卷內容第2題，本項未填0ޣ份，有效問卷35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5，其選項為認同、不認同、ค意見及不మཱ，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16、

13、1及5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46%、37%、3%及1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5    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以營造生活環境美質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認同 16 46 46

不認同 13 37 37

ค意見 1 3 3

不మཱ 5 14 14

35 100 100總和

有效的

 

6、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 

問卷內容第3題，本項未填0ޣ份，有效問卷35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6，其選項為會、不會、ค意見及不మཱ，統各選項計份數依序為14、9、6

及6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40%、26%、17%及17%。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6    土地所有人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開放人工湖會不會影響水質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會 14 40 40

不會 9 26 26

ค意見 6 17 17

不మཱ 6 17 17

35 100 100總和

有效的

 

7、是ց認同人工湖有շ觀光產業 

問卷內容第 4 題，本項未填ޣ 2 份，有效問卷 33 份，問卷統計結果羴

附表 3-7，其選項依序為為認同、不認同、ค意見及不మཱ，統計各選項份

數依序為 13、15、1 及 4 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 39%、46%、3%及 1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7    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有շ觀光產業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有շ觀光產業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有շ觀光產業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有շ觀光產業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認同 13 37 39

不認同 15 43 46

ค意見 1 3 3

不మཱ 4 11 12

小計 33 94 100

2 6

35 100

未填

總和

有效的

 



 

 

8、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其人ዊ是ց會影響日த生活 

問卷內容第5題，本項未填1ޣ份，有效問卷34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8，其選項為認同、不認同、ค意見及不మཱ，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19、

8、3及4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56%、24%、8%及1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8    土地所有人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土地所有人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土地所有人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土地所有人對人工湖導入觀光產業，，，，其人ዊ是ց會影響日த生活調查統其人ዊ是ց會影響日த生活調查統其人ዊ是ց會影響日த生活調查統其人ዊ是ց會影響日த生活調查統

計表計表計表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認同 19 54 56

不認同 8 23 24

ค意見 3 9 8

不మཱ 4 11 12

小計 34 97 100

1 3

35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9、是ց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 

問卷內容第6題，本項未填2ޣ份，有效問卷33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9，其選項為認同、不認同、ค意見及不మཱ，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11、

14、2及6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33%、43%、6%及18%。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9    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是ց認同人工湖可增加就業機會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認同 11 31 33

不認同 14 40 42

ค意見 2 6 6

不మཱ 6 17 18

小計 33 94 100

2 6

35 100總和

有效的

未填

 

:、對本計畫ᜅ成與ց 

問卷內容第7項，本項未填1ޣ份，有效問卷34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10，其選項為ᜅ成、有條件ᜅ成、不ᜅ成及不知道或ค意見，統計各選項

份數依序為6、14、14及0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18%、41%、41%、及0%，

其中以有條件ᜅ成及不ᜅ成比ٯ最高，如將有條件ᜅ成ຎ為ᜅ成，則對本計

畫之ᜅ成比ٯ可提高至59%，惟其條件ᜅ成以ቻԏ範圍地價調高為主要ນ

求(羴表3-10)。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0    土地所有人對本計畫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本計畫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本計畫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本計畫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ᜅ成 6 17 18

有條件ᜅ成 14 40 41

不ᜅ成 14 40 41

不知道，ค意見 0 0 0

小計 34 97 100

1 3

35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1    土地所有人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土地所有人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分項選項 總和 

增加

就業

機會 

善ׯ

用水

水質

水量 

進ߦ

環境

營造

及帶

動當

地產

業 

涵養

地下

水源

達國

土保

育 

其屆 - - 未填  ᜅ 

成 

2 1 1 2 0 - - 0 6 

以地

易地

(以公

有地

為原

則) 

ቻԏ

範圍

地價

調高 

ᇶ導

ᖼ地 

保留

農保

益

(或ي

份) 

ᇶ導

第二

專長 

創業

低利

ສී 

其屆 未填  有 

條 

件 

ᜅ 

成 

0 9 2 2 0 0 1 0 14 

影響

生計 

破壞

生態

環境 

影響

ۚ民

生活

品質 

增加

環境

Ԧࢉ 

其屆 - - 未填  

有 

效 

的 

不 

ᜅ 

成 

6 1 3 2 1 - - 1 14 

 



 

 

ȐȐȐȐ二二二二ȑȑȑȑ一般民一般民一般民一般民  

問卷內容共有 1.是ց知道本計畫 2.Ֆ處知道本計畫 3.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

題 4.是ց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 5.是ց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

水量 6.認為施工應做崅ব٤環保施 8.對本計畫之補շ回㎸施 8.對本規劃ᜅ

成與ց，共 8 項問เ，其說明如下： 

2、是ց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1題，本項未填9ޣ份，有效問卷290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12，其選項為知道及不知道，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206及84份，有效百分

比分別為71%及29%。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2    一般民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知道 206 69 71

不知道 84 28 29

小計 290 97 100

9 3

299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3、Ֆ處知道本計畫 

問卷內容第1題分項，未填110ޣ份，有效問卷189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

表3-13，其選項為縣۬ࡹ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會、ኞ൞體、親ܻ崅友

及其屆，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55、10、101及23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29%、

5%、54%及12%。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3    一般民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一般民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一般民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一般民Ֆ處知道本計畫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縣۬ࡹ或鄉公所舉辦之地方說明會 55 18 29

ኞ൞體 10 3 5

親ܻ崅友 101 34 54

其屆 23 8 12

小計 189 63 100

110 37

299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4、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 



 

 

問卷內容第1.1題，本項未填65ޣ份，有效問卷234份，問卷統計結果羴

附表3-14，其選項各為有及ؒ有，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100及134份，有效

百分比分別為43%及57%。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4    一般民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ම討論人工湖羼題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有 100 33 43

ؒ有 134 45 57

小計 234 78 100

65 22

299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5、是ց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 

問卷內容第2題，本項未填5ޣ份，有效問卷294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15，其選項為知道、不知道、ค意見及不మཱ，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190、

66、5及33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65%、22%、2%及1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5    一般民是ց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知道目前自來水水源來自地下水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知道 190 64 65

不知道 66 22 22

ค意見 5 2 2

不మཱ 33 11 11

小計 294 98 100

5 2

299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6、是ց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水量 

問卷內容第3題，本項未填10ޣ份，有效問卷289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

表3-16，其選項為認同、不認同、ค意見及不మཱ，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

165、49、26及49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57%、17%、9%及17%。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6    一般民是ց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水量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水量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水量調查統計表一般民是ց認同人工湖可ׯ善用水水質水量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認同 165 55 57

不認同 49 16 17

ค意見 26 9 9

不మཱ 49 16 17

小計 289 97 100

10 3

299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7、認為施工應做崅ব٤環保施 

問卷內容第4題，本項未填5ޣ份，有效問卷294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17，其選項為做崅空Ԧࢉ維護、做崅噪音ਁ動Ԧࢉ管制、做崅交通流量

౧導、做崅水質Ԧࢉ防ݯ、ቲక物మ理、做崅生態環境ᅱ測及管理及其屆，

統各選項計份數依序為67、49、27、63、31、43及14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

23%、17%、9%、21%、11%、14%及5%。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7    一般民認為施工應做崅ব٤環保施調查統計表一般民認為施工應做崅ব٤環保施調查統計表一般民認為施工應做崅ব٤環保施調查統計表一般民認為施工應做崅ব٤環保施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做崅空Ԧࢉ維護 67 22 23

做崅噪音ਁ動Ԧࢉ管制 49 16 17

做崅交通流量౧導 27 9 9

做崅水質Ԧࢉ防ݯ 63 21 21

ቲక物మ理 31 10 11

做崅生態環境ᅱ測及管理 43 14 14

其屆 14 5 5

小計 294 98 100

5 2

299 100

有效的

未填

總和  

8、對本計畫之補շ回㎸施 

問卷內容第5題，本項未填12ޣ份，有效問卷287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

表3-18，其選項依序為為發展休閒觀光產業、補շ地方建設、提供行ࡹ資源

及其屆，統計各選項份數依序為96、83、76及32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33%、

29%、27%及1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8    一般民對本計畫之補շ回㎸施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計畫之補շ回㎸施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計畫之補շ回㎸施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計畫之補շ回㎸施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發展休閒觀光產業 96 32 33

補շ地方建設 83 28 29

提供行ࡹ資源 76 25 27

其屆 32 11 11

小計 287 96 100

12 4

299 100

未填

總和

有效的

 

9、對本計畫ᜅ成與ց 

問卷內容第6項，本項未填3ޣ份，有效問卷296份，問卷統計結果羴附表

3-19，其選項為ᜅ成、有條件ᜅ成、不ᜅ成及不知道或ค意見，統計各選項

份數依序為147、86、58及5份，有效百分比分別為50%、29%、19%、及2%，

其中以ᜅ成比ٯ最高，其原因主要為增加就業機會，如將有條件ᜅ成ຎ為ᜅ

成，則對本計畫之ᜅ成比ٯ可提高至79%，惟有條件ᜅ成之主要條件為ᇶ導

ᖼ地(羴表3-19)。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19    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ᜅ成 147 49 50

有條件ᜅ成 86 29 29

不ᜅ成 58 19 19

不知道，ค意見 5 2 2

小計 296 99 100

3 1

299 100總和

有效的

未填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20    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一般民對本規劃ᜅ成與ց之原因調查統計表 

樣本 分項 分項選項 總和 

增加就

業機會 

善用ׯ

水水質

水量 

進環ߦ

境營造

及帶動

當地產

業 

涵養地

下水源

達國土

保育 

其屆 - - 未填  ᜅ 

成 

52 39 36 14 2 - - 4 147 

以地易

地(以公

有地為

原則) 

ቻԏ範

圍地價

調高 

ᇶ導ᖼ

地 

保留農

保益

(或ي份) 

ᇶ導第

二專長 

創業低

利ສී 
其屆 未填  

有 

條 

件 

ᜅ 

成 16 13 38 14 5 0 0 0 86 

影響生

計 

破壞生

態環境 

影響ۚ

民生活

品質 

增加環

境Ԧࢉ 
其屆 - - 未填  

有 

效 

的 

不 

ᜅ 

成 
23 11 7 3 6 - - 8 58 

 

 

 

 

 

 

 

 

 

 

 

 

 

 

 

 

 



 

 

 
 
 
 
 
 
 
 
 
 
 
 
 
 
 
 

附錄四 烏溪水源水質檢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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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站 烏溪橋 

項目  98.07.03 98.08.03 98.09.02 98.10.01 98.11.06 98.12.03 99.01.26 99.02.25 99.03.19 99.04.28 99.05.13 99.06.03 

Ό類地面水體

標準及保護人

體଼ந標準相

關環境基準 

用水水源水

質標準 

水ྕ ʚ 24.5 27.6 30.7 29.2 26.5 19.5 20.4 20.4 26.2 23.9 28.1 23.3 ɡ ɡ 

pH ɡ 7.7 8.6 7.6 7.8 8.6 8.5 8.7 8.1 8.4 8.2 8.4 7.9 6~9 ɡ 

導耐度 µmho/cm 321 329 17 314 339 356 385 419 407 386 386 342 ɡ ɡ 

ྋ਼量 mg/L 7.7 7.8 7.1 6.6 8.4 8.9 9.1 9.9 8 8.4 7.6 8.8 5.5 ɡ 

生化需਼量 mg/L <1.0 <1.0 <1.0 1.5 <1.0 <1.0 <1.0 1.6 1.4 1.3 1.6 1.6 2 ɡ 

化學需਼量 mg/L 5.8 3.8 10.4 10.1 3.1 ND 4.7 26.2 4.8 18 10 31 ɡ ɡ 

ᝌੌڰ體 mg/L 234 16.2 538 302 8.6 13.5 18.1 1260 140 693 175 2320 25 ɡ 

ේ mg/L 0.02 0.06 0.06 0.1 0.01 <0.05 <0.05 0.08 0.06 <0.05 <0.05 0.07 0.3 1 

總ᕗ mg/L 0.122 0.062 0.111 0.146 0.064 0.063 0.079 0.657 0.197 0.416 0.35 1.22 0.05 ɡ 

ฮለᡶේ mg/L 0.7 0.42 0.94 1.15 0.95 0.73 0.64 1.12 0.74 0.93 0.72 0.86 ɡ ɡ 

大罼ఎ罵  3.1×10
4
 3.4×10

3
 2.2×10

4
 3.2×10

4
 3.0×10

2
 1.7×10

2
 3.7×10

3
 7.2×10

2
 1.4×10

3
 1.0×10

4
 5.7×10

2
 2.2×10

3
 5.0×10

3
 2.0×10

4
 

ᙿ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 0.01 

翼 mg/L ND ND 0.007 ND ND ND ND <0.05 <0.05 <0.05 <0.05 0.054 0.1 0.05 

ሐ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0.05 <0.05 <0.05 <0.05 0.061 0.05 0.05 

ል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0.05 <0.05 <0.05 <0.05 0.058 0.03 ɡ 

總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2 0.002 0.002 

竇 mg/L 0.066 0.106 0.207 <0.05 <0.05 ND <0.05 0.127 <0.05 0.111 <0.05 0.275 0.5 ɡ 

ઈ mg/L 0.0031 0.004 0.207 0.0023 0.0017 ND 0.0009 0.0054 0.0016 0.0047 0.0016 0.0121 0.05 0.05 

⃯ mg/L ɡ ɡ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5 0.05 

⥲ mg/L ɡ ɡ ɡ ɡ ɡ ɡ <0.03 <0.03 <0.03 <0.03 <0.03 0.052 ɡ ɡ 

✘ mg/L ɡ ɡ ɡ ɡ ɡ ɡ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ɡ ɡ 

總有機ᅹ mg/L ɡ ɡ 1 1.8 1.7 1.3 1.4 1 0.8 0.7 0.8 0.8 ɡ 4 

Ԧࢉ程度 RPI 中度 未(ั)受 中度 中度 未(ั)受 未(ั)受 未(ั)受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ɡ ɡ 

資料來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03*.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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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站 炎峰橋 

項目  98.07.03 98.08.03 98.09.02 98.10.01 98.11.06 98.12.03 99.01.26 99.02.25 99.03.19 99.04.28 99.05.13 99.06.03 

Ό類地面水體

標準及保護人

體଼ந標準相

關環境基準 

用水水源水

質標準 

水ྕ ʚ 24.3 28.4 30.5 29.5 25.5 19.3 20.4 20.9 24 22.7 27.6 23.7 ɡ ɡ 

pH ɡ 7.7 8.6 7.6 8.4 8.6 8.5 8.6 8 8.4 8.2 8.4 8 6~9 ɡ 

導耐度 µmho/cm 333 327 322 308 328 342 385 402 383 363 391 341 ɡ ɡ 

ྋ਼量 mg/L 7.7 7.6 7.2 6.6 9 8.7 9 9.8 7.9 8.6 7.8 8.6 5.5 ɡ 

生化需਼量 mg/L <1.0 1.7 1.2 <1.0 1.3 <1.0 2.2 1.2 1.4 1.5 1.4 1.9 2 ɡ 

化學需਼量 mg/L 5.2 9.3 10.2 6.5 7.4 ND 16.7 27.2 6.2 14.6 9.2 36.6 ɡ ɡ 

ᝌੌڰ體 mg/L 268 39.4 592 180 19.3 16.8 192 1520 106 527 60.4 2640 25 ɡ 

ේ mg/L 0.05 0.02 0.03 0.1 0.02 <0.05 0.05 0.1 <0.05 <0.05 <0.05 0.09 0.3 1 

總ᕗ mg/L 0.111 0.083 0.225 0.135 0.083 0.07 0.177 0.768 0.093 0.519 0.325 1790 0.05 ɡ 

ฮለᡶේ mg/L 0.69 0.49 0.91 1.1 1.15 0.82 0.86 1.1 0.76 1 0.72 0.92 ɡ ɡ 

大罼ఎ罵  1.1×103 2.9×103 9.1×103 1.2×104 2.0×102 35 1.3×104 5×102 1.1×103 4.6×104 3.5×102 2.7×103 5.0×10
3
 2.0×10

4
 

ᙿ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 0.01 

翼 mg/L ND ND 0.014 ND ND ND ND <0.05 <0.05 <0.05 <0.05 0.054 0.1 0.05 

ሐ mg/L <0.05 ND <0.05 ND <0.05 ND <0.05 <0.05 <0.05 <0.05 <0.05 0.06 0.05 0.05 

ል mg/L ND ND 0.008 ND ND ND 0.004 <0.05 <0.05 <0.05 <0.05 0.054 0.03 ɡ 

總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03 0.002 0.002 

竇 mg/L 0.08 0.106 0.1 <0.05 <0.05 ND 0.097 0.148 <0.05 0.085 <0.05 0.261 0.5 ɡ 

ઈ mg/L 0.003 0.0051 0.1 0.0037 0.0015 0.0006 0.022 0.0075 0.0016 0.0039 0.0008 0.01 0.05 0.05 

⃯ mg/L ɡ ɡ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5 0.05 

⥲ mg/L ɡ ɡ ɡ ɡ ɡ ɡ <0.03 <0.03 <0.03 <0.03 <0.03 0.054 ɡ ɡ 

✘ mg/L ɡ ɡ ɡ ɡ ɡ ɡ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ɡ ɡ 

總有機ᅹ mg/L ɡ ɡ 0.7 1.2 1.8 1.6 3.1 1.1 0.9 0.9 0.8 1.2 ɡ 4 

Ԧࢉ程度 RPI 中度 未(ั)受 中度 中度 未(ั)受 未(ั)受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輕度 中度 ɡ ɡ 

資料來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03*.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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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站 北勢֞溪༊流口 

項目  98.07.03 98.07.14 98.08.03 98.08.19 98.09.02 98.09.22 98.10.01 98.10.12 98.11.06 98.11.17 98.11.23 98.12.03 

Ό類地面水體

標準及保護人

體଼ந標準相

關環境基準 

用水水源水

質標準 

水ྕ ʚ 24.1 24.5 27.9 27.4 31.9 27.9 29.3 29.6 25.4 23.2 25.1 19.9 ɡ ɡ 

pH ɡ 7.8 8 8.7 8 7.8 8 8.4 8.7 8.6 6.8 8.8 8.6 6~9 ɡ 

導耐度 µmho/cm 320 499 320 277 309 286 299 327 326 345 352 343 ɡ ɡ 

ྋ਼量 mg/L 7.8 9 7.8 7.8 7 8.6 6.9 8.2 9.7 9.5 9.6 9.4 5.5 ɡ 

生化需਼量 mg/L <1.0 <1.0 6.1 6.9 1.5 <1.0 <1.0 <1.0 <1.0 <1.0 <1.0 <1.0 2 ɡ 

化學需਼量 mg/L ND 5.7 56.6 53.1 13.3 6.1 6.3 6.0 ND 3 3.9 ND ɡ ɡ 

ᝌੌڰ體 mg/L 178 18.5 34.6 2260 764 54.5 183 44 9.8 22.2 12.9 9.3 25 ɡ 

ේ mg/L ND 0.01 0.03 0.06 0.03 0.03 0.09 ND 0.01 0.01 0.03 <0.05 0.3 1 

總ᕗ mg/L 0.098 0.069 0.057 0.431 0.119 0.078 0.129 0.072 0.074 0.082 0.086 0.062 0.05 ɡ 

ฮለᡶේ mg/L 0.67 0.66 0.45 0.93 0.92 1.01 1.15 1.15 1.06 0.92 0.87 0.79 ɡ ɡ 

大罼ఎ罵  7.1×102 9.0×103 5.2×103 1.5×104 4.9×103 2.7×103 1.7×104 9.1×102 1.3×102 5.2×103 1.1×103 55 5.0×10
3
 2.0×10

4
 

ᙿ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 0.01 

翼 mg/L ND ND ND 0.044 0.014 ND ND <0.05 ND ND ND ND 0.1 0.05 

ሐ mg/L ND ND ND 0.041 0.016 ND ND ND ND ND ND ND 0.05 0.05 

ል mg/L ND ND 0.011 0.03 0.009 ND ND ND <0.05 ND <0.05 ND 0.03 ɡ 

總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02 0.002 

竇 mg/L 0.066 <0.05 <0.05 0.188 0.096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ND 0.5 ɡ 

ઈ mg/L 0.0019 0.0008 0.004 0.0126 0.096 ND 0.0014 ND 0.0015 0.0007 0.0008 ND 0.05 0.05 

⃯ mg/L ɡ ɡ ɡ ɡ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5 0.05 

⥲ mg/L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 mg/L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ɡ 

總有機ᅹ mg/L ɡ ɡ ɡ ɡ 0.4 1 1.4 0.9 1.2 0.8 0.9 1.3 ɡ 4 

Ԧࢉ程度 RPI 中度 未(ั)受 中度 中度 未(ั)受 未(ั)受 未(ั)受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ɡ ɡ 

資料來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03*.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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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站 北勢֞溪༊流口 攔河堰址(方案三) 

項目  99.01.26 99.02.25 99.03.19 99.04.28 99.05.13 99.06.03 99.01.26 99.02.25 99.03.19 99.04.28 99.05.13 99.06.03 

Ό類地面水體

標準及保護人

體଼ந標準相

關環境基準 

用水水源水

質標準 

水ྕ ʚ 20.9 19.7 24.1 23 28.1 23.4 20.6 20.5 24.4 22.6 28.2 23.7 ɡ ɡ 

pH ɡ 8.6 8.1 8.4 8.2 8.4 7.9 8.8 8 8.4 8.2 8.4 8 6~9 ɡ 

導耐度 µmho/cm 368 403 382 365 371 344 358 400 382 364 370 338 ɡ ɡ 

ྋ਼量 mg/L 9.4 10.1 8.5 8.8 7.8 8.7 9.6 9.8 8.2 8.5 7.7 8.6 5.5 ɡ 

生化需਼量 mg/L <1.0 <1.0 <1.0 1.6 <1.0 1.6 <1.0 <1.0 <1.0 1.2 <1.0 1.8 2 ɡ 

化學需਼量 mg/L 3.9 23.4 3.1 14.6 6 28.2 5.3 26 6.2 20.4 7.4 37.6 ɡ ɡ 

ᝌੌڰ體 mg/L 27.3 1220 60 806 290 2170 44.2 1410 88.8 851 244 2530 25 ɡ 

ේ mg/L <0.05 0.07 <0.05 <0.05 <0.05 0.07 <0.05 0.07 <0.05 <0.05 <0.05 0.07 0.3 1 

總ᕗ mg/L 0.092 0.742 0.161 0.586 0.414 1.5 0.115 0.722 0.13 0.699 0.352 1.59 0.05 ɡ 

ฮለᡶේ mg/L 0.79 1.07 0.74 0.95 0.77 0.86 0.76 1.08 0.76 0.94 0.73 0.86 ɡ ɡ 

大罼ఎ罵  4.8×103 5.8×102 5.3×102 4.5×104 3.5×102 2.9×103 4.4×103 7.3×102 7.0×102 3.7×104 3.0×102 2.3×103 5.0×10
3
 2.0×10

4
 

ᙿ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1 0.01 

翼 mg/L ND <0.05 <0.05 <0.05 <0.05 0.053 ND <0.05 <0.05 <0.05 <0.05 0.055 0.1 0.05 

ሐ mg/L ND <0.05 <0.05 <0.05 <0.05 0.061 ND <0.05 <0.05 <0.05 <0.05 0.059 0.05 0.05 

ል mg/L ND <0.05 <0.05 <0.05 <0.05 0.053 ND <0.05 <0.05 <0.05 <0.05 0.053 0.03 ɡ 

總 mg/L ND ND ND ND ND 0.0002 ND ND ND ND ND 0.0003 0.002 0.002 

竇 mg/L <0.05 0.124 0.08 0.076 <0.05 0.282 <0.05 0.139 <0.05 0.096 <0.05 0.249 0.5 ɡ 

ઈ mg/L 0.0012 0.0057 0.0009 0.0058 0.0016 0.0112 0.0011 0.007 0.0016 0.0062 0.0014 0.0098 0.05 0.05 

⃯ mg/L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ND 0.05 0.05 

⥲ mg/L <0.03 <0.03 <0.03 <0.03 <0.03 0.049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ɡ ɡ 

✘ mg/L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ɡ ɡ 

總有機ᅹ mg/L 1.2 1 0.7 0.7 0.7 1.1 2.7 1.3 0.8 0.7 0.9 1.1 ɡ 4 

Ԧࢉ程度 RPI 未(ั)受 中度 輕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未(ั)受 中度 輕度 中度 中度 中度 ɡ ɡ 

資料來源：「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可行性規劃)303*.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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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埋管施工費用編列標準表 

管৩(డԯ) 

工項 
300 400 500 600 900 1000 1200 1500 1800 2000 2200 2400 

埋設費 363 618 879 1,106 2,298 2,828 4,159 6,659 7,991 8,879 9,767 10,654 

10cmAC 面層費 412 443 473 504 597 687 749 841 929 993 1,059 1,155 

ᒳ݈ኯ笮土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2,138 

回填 MRC 或 CLSM 2,300 2,610 2,920 3,240 4,230 5,180 5,940 7,120 8,300 9,190 10,130 11,051 

ഭ餘土石方(自土場) 230 260 290 330 450 550 650 820 1,000 1,140 1,290 1,407 

安全圍籬 63 63 63 63 63 63 63 63 63 63 63 69 

覆工545 500 467 435 391 344 314 268 222 207 191 176 ހ 

試水 30 35 38 41 68 74 101 151 182 210 230 251 

CCTV 檢ຎ費 0 0 0 0 0 600 620 750 850 900 1,050 1,145 

屮件及其屆材料(18%) 996 1,112 1,229 1,344 1,788 2,206 2,625 3,376 3,908 4,284 4,689 5,115 

品管~營保(13%) 849 948 1,048 1,145 1,524 1,880 2,237 2,877 3,330 3,651 3,996 4,359 

小計 7,379 8,240 9,107 9,955 13,246 16,342 19,449 25,008 28,948 31,737 34,733 37,889 

              

DIP 管材費 2,255 2,962 4,545 5,657 11,244 13,509 18,665 27,947 38,782 48,390 58,111 63,394 

運ϙ費 113 148 227 283 562 675 933 1,397 1,163 1,452 1,743 1,902 

管理費及其屆 271 355 545 679 1,349 1,621 2,240 3,354 3,490 4,355 5,230 5,705 

合計 10,017 11,706 14,425 16,574 26,401 32,148 41,287 57,706 72,384 85,934 99,817 108,890 

              

編列標準( 元/m) 10,100 11,800 14,500 16,600 26,500 32,200 41,300 57,800 72,400 86,000 99,800 108,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