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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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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流程

基隆河主流 沿岸河川排水 沿岸抽水站

◆ 堤防長度
計約87.8公里

◆ 護岸長度
計約18公里

◆ 沿岸河川排水共計23條
◆ 抽水站共計105處

合計抽水量2,062 cms

➢ 台北市：63處，總抽水量 1,694 cms

➢ 新北市：26處，總抽水量 244 cms

➢ 基隆市：16處，總抽水量 124 cms

◆ 已完成整治 5條

➢ 內溝溪
➢ 大坑溪

➢ 市管河川3條
➢ 市管區排 18條
➢ 中央管區排 2條

➢ 貴子坑溪

➢ 磺港溪
➢ 雙溪

◆ 保護標準 1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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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社子島及關渡地區
溢堤情況相同A.

汐止段
僅零星斷面溢堤B.

溢堤河段長度約10.3km

溢堤河段總長10km

溢堤河段總長10.9km

(溢堤河段總長0.3km)

1.

2.

107年「基隆河防洪
機能改善方案初步研
究」計畫成果

7

溢堤河段長度約20.9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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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隆河SOBEK模式

2.集水區劃設

◆ 規劃流程

3.雨量站擇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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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流程

4.暴雨量分析

( )

2 5 10 20 25 50 100 200

337 497 616 741 783 920 1,067 1,226

323 472 586 707 748 883 1,031 1,193

343 493 606 724 764 894 1,035 1,189

390 557 678 801 842 972 1,110 1,255

( )

2 5 10 20 25 50 100 200

290 423 522 623 657 766 881 1,004

278 405 499 596 629 733 845 965

292 418 509 602 633 732 836 946

334 477 577 677 709 811 916 1,026

5.設計雨型分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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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建
議

資料
來源

分
析
年
限

雨量站

各重現期距暴雨量(mm)

採用
分布2 5 10 20 25 50 100

臺南市
試辦案
例

78-
104

永康
229 313 372 430 448 507 566

LN III
(6.5%) (5.4%) (3.0%) -(0.7%) -(2.0%) -(5.9%) -(10.4%)

安南
190 261 321 390 414 498 595

LPT III
-(11.6%) -(12.1%) -(11.1%) -(9.9%) -(9.4%) -(7.6%) -(5.9%)

善化
205 291 360 435 461 548 647

LPT II
-(4.7%) -(2.0%) -(0.3%) (0.5%) (0.9%) (1.7%) (2.4%)

新市
228 320 385 451 473 542 614

LPT III
(6.0%) (7.7%) (6.6%) (4.2%) (3.5%) (0.6%) -(2.8%)

本計畫
分析

78-
104

流域
加權
平均

215 297 361 433 457 539 632 LPT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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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集流時間計算

12

◆ 規劃流程

7.降雨損失分析

8.逕流量分析

9.模式檢定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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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情境模擬分析

200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

控制點

名稱

集水區劃設面積(km2) 洪峰流量 (cms)

本計畫
劃設

104年計畫*
劃設成果

77年
治理計畫
(分洪後)

納莉颱風
流量

(分洪後)

104年計畫*
分析洪水量

(分洪後)

本計畫SOBEK
模擬200年水文
量(分洪後)

基隆河出口 493.7 491.0 3,690 4,840 5,350 5,030
中山橋 394.3 395.0 2,630 3,380 4,220 4,240
南湖大橋 316.2 352.0 2,480 3,050 3,690 3,460
社后 284.2 315.0 2,380 2,880 3,230 2,920
過港 253.5 275.0 2,210 2,550 2,740 2,470

保長坑溪 222.1 222.0 2,080 2,330 2,090 2,080
五堵 196.6 180.0 1,980 2,130 1,560 1,580
暖江橋 130.7 143.0 1,320 1,420 1,080 1,120
深奧 98.3 99.0 880 1,030 500 490
員山子 90.2 91.0 290 305 320 3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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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子坑溪

磺港溪

外雙溪

北港溪 友蚋溪
瑪陵坑溪

大武崙溪

石厝坑溪

叭嗹溪

內溝溪

鄉長溪

下寮溪

康誥坑溪

大坑溪

拔西猴溪

保長坑溪

暖暖溪 大寮溪
八分寮溪

深澳坑溪

大內坑溪 員山子
疏洪道

茄苳溪

A類河谷型C類混合型B類都市抽排系統
保長坑溪
控制點

南湖大橋
控制點 地表逕流接直接匯入基隆河依抽排能力決定匯入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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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流程

⚫

⚫

貴子坑溪集水區
3.7km2

磺港溪集水區
11.6km2

雙溪集水區
59.7km2

社后控制點
集水區284.2km2

大坑溪
集水區22km2

內溝溪集水區
6.9km2

草濫溪集水區
1.7km2

N

臺北市河段集水面積：209.5km2(斷面1~47)

支流匯入總集水面積：105.8km2

河段匯入總流量

1,310cms

河段匯入總流量

662cms
(依比面積計算得)

648cms

臺北市治理計畫
情境抽水體積

基隆河口
(斷面1)

社后控制點
(斷面47)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71 76 81 86 91 96 101 106

民國96年臺北市
抽水總量1,347cms

治理計畫臺北市河段
匯入流量1,310cms

民國107年臺北市
抽水總量1,777cms

民國94年臺北市
抽水總量1,172cms

大於治理計畫臺北市
匯入流量1,310cms

員山子分洪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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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流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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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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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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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防洪
設計基準

◆ 依計畫流量

◆ 或考量瓶頸河段
及關鍵河段訂定

◆ 依計畫流量

◆ 主流河道超額逕流量

◆ 支流河道超額逕流量

◆ 支流地區積淹體積

逕流分擔
可行性評估

逕流分擔
需求量體

3.

逕流分擔
需求體積

主
流

◆ 支流防洪
設計基準

◆ 地區保護基準

支
流

1. 取大者
(200年)

(10~25年)

◆ 盤點流域內
公設用地

推估流域內
逕流分擔潛能體積

降雨情境 允許排放量決定
(匯入流量推估)

超額逕流量
體積估算

逕流分擔
潛能體積

2.

逕流分擔區求量體 max
主流河道
超額逕流量

支流河道
超額逕流量

兩岸地區
保護基準積淹量

，

允許
排放量

超額逕流量
地區保護基準

積淹量

無計畫流量者參考
鄰近計畫流量依比
面積法推估

採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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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段定義說明：
於任一重現期流量情境下，

出水高不足1.5m者則視為瓶頸段

完成治理計畫
治理措施為基礎

-2

-1

0

1

2

3

4

5

6

7

8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保長坑溪過港社后
南湖
大橋

中山橋 五堵
河
口

暖江橋

出
水
高(m

)

累距(m)

1.5m

出水高不足1.5m

出水高大於1.5m

200年重現期距出水高不足河段(35.7公里)

100年重現期距出水高不足河段(10.2公里)

80年

100年
(瓶頸段：社后~保長坑溪)

200年
(瓶頸段：中山橋~五堵)

(僅斷面73不足5公分)

中山橋

江北橋社后橋

長安
大橋

斷面73
高速公路橋

全河段出水高分布

80年重現期下台北
市仍有一定通洪餘裕

降雨情境
允許排放量決定

(匯入流量推估)

超額逕流量
體積估算

逕流分擔
需求體積1. 主

流

不同重現期流量對於瓶頸河段分布影響
STEP1

20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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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點 關渡 中山橋 南湖 社后 過港
保長
坑溪

五堵 暖江橋 深奧 員山子
最大
超額
逕流量
(cms)

超額
逕流量
體積

(萬m3)

不同出水高下
各河段出水高
不足長度統計

(m) 
SOBEK流量(cms) 5,030 4,240 3,460 2,920 2,470 2,080 1,580 1,120 490 320 1.5m 1.0m

77年治理計畫
流量(分洪後)

3,690 2,630 2,480 2,380 2,210 2,080 1,980 1,320 880 290 1,610 3,573.2 - -

流量組
(以104年
報告流量
內差各重
現期距流

量)

A.180年 5,173 4,070 3,565 3,123 2,653 2,025 1,515 1,047 485 316 170 101.7 26,829 13,973

B.170年 5,113 4,020 3,523 3,087 2,623 2,003 1,500 1,036 480 315 220 135.7 21,026 10,872

C.150年 4,995 3,920 3,440 3,015 2,565 1,960 1,470 1,014 471 312 320 243.4 18,350 7,657

D.140年 4,877 3,820 3,357 2,943 2,507 1,917 1,440 992 461 309 420 387.4 14,861 2,788

E.130年 4,818 3,770 3,315 2,908 2,478 1,895 1,425 981 456 308 470 459.4 13,973 1,934

F.100年 4,640 3,620 3,190 2,800 2,390 1,830 1,380 948 441 304 620 685.5 10,236 -

G.90年 4,485 3,498 3,085 2,713 2,315 1,778 1,340 922 429 301 742 922.2 3,252 -

H.80年 4,330 3,375 2,980 2,625 2,240 1,725 1,300 895 416 297 865 1,204.6 206 -

最大超額逕流量發生河段

⚫

量體過大不易達成

⚫

⚫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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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河段定義說明：
檢視各瓶頸段 以滿足該河段通洪瓶頸之重現期距流量，

使得對應之分擔總量最小 堤岸加高幅度適度者即為關鍵河段

關鍵河段分析
STEP2

逕流
分擔
需求
總體積
(萬m3)

堤岸
加高
長度

(公里)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中山橋 南湖 社后 過港 保長

逕流分擔需求總體積

關鍵河段滿足通洪瓶頸
對應堤岸加高長度

387萬m3

685萬m3

922萬m3 922萬m3

(90年) (90年) (80年)(100年)(140年)

1,204萬m3

14.7km

10.2km

3.2km 3.2km

0.2km

關鍵河段

降雨情境
允許排放量決定

(匯入流量推估)

超額逕流量
體積估算

逕流分擔
需求體積1. 主

流

應考量適度加高堤防，盡量提高允許排
放量，以提升逕流分擔可行性

22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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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控制點
名稱

斷面
SOBEK
匯入流量

(cms)

河段最大
通洪能力
(出水高
1.5m)

140年
重現期距
流量

100年
重現期距
流量

採用
允許
排放量

允許排放量各河段出水高不足長度統計(m)

1.5m 1.4m 1.3m 1.2m 1.1m 1.0m 0.9m

基隆河出口 K00-K09 5,030 5,635 4,880 4,640 5,030 - - - - - - -

中山橋 K10-K42 4,240 3,876 3,820 3,620 3,820 146 - - - - - -

南湖大橋 K43-K46 3,460 3,264 3,360 3,190 3,260 1,490 1,008 496 - - - -

社 后 K47-K55 2,920 2,683 2,940 2,800 2,800 5,822 5,219 3,726 2,463 745 167 -

過 港 K56-K68 2,470 2,302 2,500 2,390 2,390 6,024 5,637 4,444 1,986 553 - -

保長坑溪 K69-K86 2,080 1,730 1,920 1,830 1,830 1,215 1,215 1,215 1,215 1,215 206 -

五 堵 K87-K99 1,580 1,476 1,440 1,380 1,480 - - - - - - -

暖江橋
K100-

K116
1,120 1,222 990 948 1,120 - - - - - - -

深 澳
K117-

K124
490 1,142 460 441 490 - - - - - - -

員山子
K126-

K129
320 1,564 320 304 320 - - - - - - -

不同出水高應加高總長統計(m) 14,696 13,078 9,881 5,664 2,512 373 -

(基隆河)



03

比
面
積
法

主流超額逕流量計算

控制點
名稱

斷面

A.
SOBEK
匯入流量

(cms)

B.
允許排
放量

C.
SOBEK-

允許排放量
(A-B)

D.
各控制點
歷線法
體積

E.
各河段

歷線法需求
分擔體積

控制點以上游應分擔體積(萬m3)
各河段應分
擔體積
(萬m3)

歷線法
累計體積

面積比法
累計體積

取大者

基隆河出口 K00-K09 5,030 5,030 0 0 0 0 0 0 0

中山橋 K10-K42 4,240 3,820 420 387.4 161.6 387.4 387.4 387.4 99.5
南湖大橋 K43-K46 3,460 3,260 200 143.5 59.8 225.4 287.9 287.9 40.8
社 后 K47-K55 2,920 2,800 120 87.0 36.3 166.6 247.1 247.1 39.1
過 港 K56-K68 2,470 2,390 80 57.1 23.8 129.3 208.0 208.0 40.0

◼ 基隆河主流超額逕流量總量為387.4萬立方公尺

歷
線
法

V控2比面積法 = V控1分擔 * (A2/A)

➢ 依比面積法將主流超額逕流量分配至
各支流集水區中

(基隆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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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流情境模擬分析

⚫

⚫

訂定允許排放量

支流水道設計基準超額逕流量計算

支流超額逕流量計算

兩岸排水出口集水面積與
公告計畫流量之比流量値關係

◆ 規劃流程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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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低地積淹量計算

⚫

⚫

⚫

25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 10年重現期距淹水範圍

•

•
•

•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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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點 排水路名稱 排水等級
支流集水區
面積(ha)

A.分擔量
(萬m3)

支流面積
總和(ha)

主流超額逕流
量應分擔量體

(萬m3)

B.10年重現
期淹水量
(萬m3)

A.B.取
大者

河段逕流
分擔量體

(10年)

C.25年重
現期淹水量

A.C.
取大者

河段逕流
分擔量體

(25年)
深澳 深澳坑河段直排區 810 10.3 810 13 0.0 10.3 13 0.7 10.3 13

暖江橋

深澳坑溪排水 中央管區排 700 8.9

3,240 53

0.0 8.9

53

0.5 8.9

53

八分寮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523 6.7 0.0 6.7 7.8 6.7
大寮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487 6.2 0.0 6.2 0.0 6.2
大內坑溪 中央管區排 326 4.2 0.0 4.2 0.0 4.2

暖江橋河段直排區 1,204 15.3 0.0 15.3 2.9 15.3

五堵

暖暖溪 基隆市管區排 1,724 21.9

6,590 107

0.0 21.9

107

0.0 21.9

107

大武崙溪 基隆市管區排 1,569 20.0 0.0 20.0 0.0 20.0
石厝坑溪 基隆市管區排 249 3.2 0.0 3.2 0.0 3.2
拔西猴溪 基隆市管區排 627 8.0 0.0 8.0 0.0 8.0
瑪陵坑溪 基隆市管區排 1,870 23.8 0.0 23.8 0.0 23.8

五堵河段直排區 551 7.0 0.0 7.0 0.0 7.0

保長坑溪
友蚋溪(鹿寮溪) 基隆市管區排 1,609 20.5

2,550 42
0.0 20.5

42
0.0 20.5

42
保長坑溪河段直排區 941 12.0 0.0 12.0 5.1 12.0

過港

鄉長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170 2.2

3,140 31

0.0 2.2

31

0.0 2.2

31

保長坑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1,549 19.7 0.0 19.7 0.1 19.7
笳苳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470 6.0 0.0 6.0 0.0 6.0
智慧溪 未公告區域排水 115 1.5 0.0 1.5 0.1 1.5
禮門溪 未公告區域排水 105 1.3 0.0 1.3 0.8 1.3
康誥坑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550 7.0 0.0 7.0 0.0 7.0

過港河段直排區 181 2.3 0.0 2.3 0.0 2.3

社后

北港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1,225 15.6

3,070 31

0.0 15.6

31

0.0 15.6

31
叭嗹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1,080 13.8 0.0 13.8 0.0 13.8
下寮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471 6.0 0.0 6.0 0.3 6.0

社后河段直排區 294 3.7 0.0 3.7 1.2 3.7

南湖大橋

大坑溪 左岸:台北市市管區排 2,206 28.1

3,200 32

0.0 28.1

32

1.7 28.1

32
草濫溪 新北市市管區排 174 2.2 0.0 2.2 0.0 2.2

內溝溪 左岸:新北市市管區排 690 8.8 0.0 8.8 0.0 8.8

南湖大橋河段直排區 130 1.7 0.0 1.7 0.0 1.7
中山橋 中山橋河段直排區 7,810 99.5 7,810 78 0.0 99.5 78 77.9 99.5 78

基隆河河口

雙溪 臺北市管河川 5,974 0

9,940 0.0

0.4 0.4

5

5.7 5.7

20
磺港溪 臺北市管河川 1,160 0 0.3 0.3 1.5 1.5
貴子坑溪 臺北市管河川 377 0 0.0 0.0 0 0

關渡河段直排區 2,429 0 3.9 3.9 12.6 12.6

總量 (萬m3) 4.6 392 118.9 407

⚫

(基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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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出口 曾文溪排水匯流前 六塊寮排水匯流前

◆ 規劃流程

看西排水匯流前安順寮排水匯流前

V歷線法

V比面積法

(鹽水溪排水) ※以所訂定之水道
設計基準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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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支流1設計基準

V支流1初步分擔

(鹽水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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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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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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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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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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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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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間資源盤點

新北市瑞芳都市計畫

汐止都市計畫

基隆市都市計畫
台北市都市計畫

倘於員山子分洪堰上游進行減洪
措施，減洪效果較低，故不納入
空間盤點範圍

逕流分擔可利用空間開闢情形

基隆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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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利用空間篩選

災害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潛勢區域

文化景觀敏感地區-古蹟、遺址、歷史建築

生態敏感-重要濕地

•

•

•

篩選成果 類別
可利用空間盤點結果 涉及環境敏感地區之空間 可利用空間篩選後結果

處數(處) 面積(公頃) 處數(處) 面積(公頃) 處數(處) 面積(公頃)

河川排水集水區 750 847.8 29 263.0 721 584.8

抽水站集水區 1,100 1,513.8 49 514.8 1,051 999.1

總計 1,850 2,361.6 78 777.8 1,772 1,583.9

基隆河流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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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潛能量估算

⚫

類別
河川排水集水區 抽水站集水區 總計可貯留量

(萬m3)總面積(萬m2) 可貯留量(萬m3) 總面積(萬m2) 可貯留量(萬m3)
公園綠地 282.9 82.7 489.4 143.2 225.9

運動場用地 37.4 3.4 18.8 1.7 5.0

學校用地 248.7 22.4 466.3 42.0 64.4

廣場用地 4.0 1.1 12.7 3.6 4.8

停車場用地 11.8 3.3 11.8 3.3 6.6

總計 584.8 112.9 999.0 193.8 306.7

逕流分擔可行性評估

⚫

⚫

基隆河流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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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

Q(m3)

( ) 30% 0.3m Q= 30% 0.3m

( ) 30% 0.5m Q= 30% 0.5m

(>5 ) 68% 0.5m Q= 68% 0.5m

(<5 )
65%

0.2m Q= 65% 0.2m
65%

70% 0.3m Q= 70% 0.3m

( ) 70% 0.3m Q= 70% 0.3m

25% 0.3m Q= 25% 0.3m

15% 0.3m Q= 15% 0.3m

--
20%

2.50m Q= 2.50m

3.50m Q= 3.50m

(<1 )

--
20%

0.50m Q= 0.5m

(>1 )
0.5m Q= 0.5m

3.50m Q= 3.50m

(<1 )

--
20%

0.50m Q= 0.5m

(>1 )
0.5m Q= 0.50m

3.50m Q= 3.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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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計畫區
承洪抗災能力

逕流分擔子法
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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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2

24

25

26

27
28

29

30

圖 例

滯洪池
抽水站
閘門
下水道改善
道路墊高

方案四建議工程

既設下水道
原規劃新建下水道

14

50cms
抽水站

搭配表6-3-24編號
搭配表6-3-24編號，並與方案三不同處

1

22
註：

◆ 規劃流程

鹽水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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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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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排水

建議方案10年重現期淹水範圍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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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子坑溪

磺港溪

雙溪

北港溪
友蚋溪

瑪陵坑溪

大武崙溪

石厝坑溪

叭嗹溪

內溝溪 鄉長溪

下寮溪

康誥坑溪
大坑溪

拔西猴溪

保長坑溪

暖暖溪 大寮溪

八分寮溪

深澳坑溪
大內坑溪

茄苳溪

草濫溪

6.9萬m3

4.2萬m3

0m3

3.7萬m3

11.8m3

100.2萬m3

2.4萬m3

27.5萬m3

20.7萬m3

大業

百齡

5.7萬m3

90m3

0.1萬m3

1.5萬m3

0.1萬m3

0萬m3
0萬m3

27.5萬m3

0萬m3

12.4萬m3

0m3

0m3

1.7萬m3

2.0萬m3

0m3

22.0萬m3

4.5萬m3

0m3

10.9萬m3

0m3

0m3

4.8萬m3

1.3萬m3

0m3 5.4萬m3

0.3萬m3

0m3

4.7萬m3

1.1萬m3

0m3 15.3萬m3

0.4萬m3

0m3

1.7萬m3

0m3

0m3

26.5萬m3

0m3

0m3

30.4萬m3

0m3

0m3

25.5萬m3

13.6萬m3

0m3

4.1萬m3

0m3

0m3

27.9萬m3

4.1萬m3

0m3

10.2萬m3

1.8萬m3

0m3

5.4萬m3

2萬m3

0m3

11.4萬m3

3.7萬m3

0m3

8.6萬m3

0m3

0m3
8.0萬m3

0m3

0m3

台北市其他區域
6.5萬m3

154.5萬m3

0萬m3

45

A類：河谷型河川(逕流直接匯入基隆河)
B類：都市抽排系統(逕流透過抽排匯入基隆河)
C類：A、B混合型(主要為A類，少部分抽排)

圖例
逕流分擔需求量

抑制、分散、暫存潛能體積

與逕流積水共存體積

3.7萬m3

11.8m3

100.2萬m3
子法

第10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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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特定河川流域或區域排水集水區域之選定及公告

4. 主管機關得實施逕流分擔之情形 (第四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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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擬定逕流分擔計畫及相關事項 2.落實逕流分擔計畫推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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