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題一： 
水與安全- 
洪流分擔‧與水共生 

與談人：臺南市政府
水利局 黃文彥 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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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參、與水共生 

貳、洪流分擔 

壹、臺南環境與面臨挑戰 

簡報大綱(Outline) 

肆、科技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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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紀海岸線 

現今海岸線 

中山高速公路 

西半部為早期內海 
地勢低窪易淹水 

臺南環境與面臨挑戰 壹 

台江內海 



臺南市水環境 
5條中央管河川 

162條市管排水 

11座水庫 

4  已公告區排162條 



面臨挑戰:氣候變遷極端降雨幾成常態 

臺灣最大10筆颱風時降雨量排名，有9筆為2000年以後發生 

排
序 

年份 颱風名稱 日期 測站 
最大時雨
量mm/hr 

1 2003 杜鵑 08/31~09/02 貓鼻頭 268.0 

2 2016 尼伯特 07/06~07/09 舊泰武 194.5 

3 2002 娜克莉 07/09~07/10 彭佳嶼 186.0 

4 2010 梅姬 10/21~10/23 蘇澳 181.5 

5 2012 天秤  08/21~08/28 恆春 167.5 

6 2015 杜鵑 09/27~09/29 翠巒 162.0 

7 2016 梅姬 09/25~09/28 大湖山站 161.0 

8 2016 莫蘭蒂 09/12~09/15 北源站 153.0 

9 2001 納莉 09/08~09/19 嘉義 144.0 

10 1981 艾克 06/12~06/14 彭佳嶼 142.0 

•氣候變遷導致極端

強降雨不再限於颱

風。 

•梅雨鋒面降雨有增

強趨勢，0612暴雨

三峽地區最大12小

時降雨超過400mm。 

•短延時強降雨事件，

常造成都會區嚴重

淹水災害，提高都

市防洪困難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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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區位留設洪水平原 

都市計畫配合留設滯洪區位 

建築雨水貯留管理 

公設用地多目標使用兼作雨水調節 

出流管制-排水計畫審議 

洪流分擔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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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適當區位留設洪水平原 洪流分擔 

善化安定SA4 

1500 ha 

山上SA2 

170 ha 

二溪SA1 

40 ha 

大內SA3 

130 ha 

南科 

培厚堤防示意圖

曾文溪
堤防

淤積填土區

50~80M

增文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淤積填土區

50~80M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淤積填土區

50~80M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淤積填土區

50~80M

曾文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培厚堤防示意圖

曾文溪
堤防

淤積填土區

50~80M

增文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淤積填土區

50~80M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淤積填土區

50~80M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淤積填土區

50~80M

曾文

堤防

防汛道路

農田

農田

疏濬填方

採不封堤 

舊堤整修段 

洪水平原 

麻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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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2：都市計畫配合留設滯洪區位 

安南商60 

草溝 

滯洪
區位 

滯洪
區位 

現況為漁塭 

洪流分擔 

安南區商60區
域都市計畫劃
設時，順應地
勢，並將公園
兼作滯洪設施

區位 
 



土地開發排水計畫審查流程 

分級審查 
面積2公頃 

都市計畫
核定時 

檢討區域
可負荷之
逕流總量 

土地實質
開發時 

2公頃以下 
簡易水理檢算
表計算 

2公頃以上 
動態水理模式
模擬各管段動
態通水能力 

一、開發逕流零增量 
二、要求開發區分擔滯洪 
三、避免易淹水潛勢轉移 

策略3：出流管制_排水計畫審議 

9 

洪流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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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實營區

東光

仁和(三)

仁和(六)

德高

南臺南站
副都心

國平

總安一
總安

怡北七
安中

安通
溪東

理想

理想一

海前

海前一

新寮三
原佃

安北一

長安
長安一

新寮二

溪心
佃西一

公塭一

淵北

淵南

學東

工八

北安二

小北一
九份子

新吉

威力國際

佃北(二)

策略3：出流管制_排水計畫審議 

近三年土地開發案件(進行中) 

洪流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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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發生時則作為滯洪空間 

策略4：公設用地多目標使用 
兼作雨水調節 

洪流分擔 

公設用地
平日提供
居民休閒
遊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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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4：公設用地多目標使用 
兼作雨水調節 

洪流分擔 

公設用地
洪水發生
時則作為
滯洪空間 



中央公園水撲滿設計 

策略4：公設用地多目標使用 
兼作雨水調節 

洪流分擔 

 平實營區 
 基地面積42.4公頃，鄰接夢時代開發區，

位於柴頭港溪流域集水分區。   

 基地高程管理 
 基地挖填方平衡 

 要求設置滯洪區塊至少20,647立方公尺，
並建議採高程控制方式，先滯洪於公園
綠地，後滯於文中小用地。 



抽水站 

14 14 

 九份子低碳社區 
 基地位於鹽水溪與嘉南大圳間，地表

高程平均介於 0 ~ 2 m 

 基地中心保留廊道平時作為公園，暴
雨時作為滯洪空間   

 基地高程管理 
 基地挖填方平衡、中央廊道降挖滯洪 

 重要設施基地填高，暴雨時作為避難
空間 

策略4：公設用地多目標使用 
兼作雨水調節 

洪流分擔 

中央保留廊道公園暴雨作為滯
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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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5：建築雨水貯留管理-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洪流分擔 

一定規模之土地開發或建築行為，應設置防洪 
或雨水貯留設施。 

整體開發地區，其公共設施之基礎建設內容， 
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基地環境開發須確保全區保水性能，以達 
    水資源循環。 
三、公共設施納入雨水貯留、太陽能或綠能發 
    電之概念。 
五、學校用地、機關用地等未設置前，廣植樹 
    木，並儘量採用原生樹種。 

公有或經公告指定地區之新建建築物於申請建 
造執照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須為合格級以上之 
    綠建築，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須為 
    銀級以上綠建築。但經指定之低碳示範社 
    區公有建築物須為鑽石級。 
三、採用雨水貯留回收系統。 

第21條 

第19條 

第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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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設置
雨水貯留 

帶狀步道設
置雨水草溝 

公共設施用地 
高程管理 
(乾式滯洪) 

 出口逕流 
管制 
(排水計畫審查) 

大型 
滯蓄洪工程 

公園設置雨水
調節池 

 
廣停空間高程 
降挖搭配防水閘門 
創造雨水貯留空間 

南紡夢時代 
公園留設雨水調節池兼作澆灌 

洪流分擔 
策略5：建築雨水貯留管理-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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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與環境並重 

短期-水質淨化場 

長期-污水下水道建設 

與水共生 叄 

河川排水環境營造 



水質與環境並重 

水質與環境並重 
良好的親水環境
突破傳統水利機
能限制與消極性

角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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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將 

鹽 

溪 

急 

掌 

溪 

水 
溪 

軍 溪 

曾 

文 
溪 

水 
溪 

二 
仁 

1 

2 

3 

1 

2 
4 
3 

5 

6 

1 

2 

3 

4 5 
6 7 

七 
股 溪 

二仁溪流域 
1.灣裡人工濕地(運轉中) 
2.三爺溪淨化場(運轉中) 
3.大甲人工濕地(施工中) 
4.虎尾寮截流工程(運轉中) 
5.萬代橋生態礫間(運轉中) 
6.仁德排水生態礫間(運轉中) 
7.港尾溝溪礫間(運轉中) 

急水溪流域 
1.月津古港(運轉中) 
2.月津港工程(完成設計) 
3.大腳腿淨化場(運轉中) 

鹽水溪流域 

1.安順淨化場(運轉中) 

2.柴頭港溪截流(運轉中) 

3.永康滯洪池礫間(運轉中) 

4.永康大排生態礫間(運轉中) 

5.安順寮淨化場(完成設計) 

6.柴頭港溪淨化場(完成設計) 

7.新市排水水質淨化場(施工中) 

8.虎頭溪排水水質淨化場(招標中) 

1 

七股溪流域 

1.劉厝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爭取規劃設計經費中) 

短期:水質淨化場 
 

7 

打造永續發展的優良水
岸生活、生態環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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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水量
108,800 CMD 



水質 
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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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大排生態礫間水質淨化場 
 



執行中系統： 

     安平系統(運轉中) 

     虎尾寮系統(運轉中) 

     柳營系統(東新營)(運轉中) 

     官田系統(二期)(運轉中) 

     仁德系統(試運轉中) 

     永康系統 

     安南鹽水BOT系統 

建設經費： 

已投入165億元。 

未來預計再投入233億元。 

長期:污水下水道建設 

21 



15,000 

39,000 

56,000 

3.20%

11.57%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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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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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90年以前 90~99年 100年~105年5月

累

計

普

及

率(

%)

接

管

戶

數(

戶)

臺南市用戶接管戶數及普及率統計圖

年度用戶接管戶數(戶)

修正前累計普及率(%)

合併後已投入79億元。 

臺南市總人口數188萬人，當量戶數47萬戶，已接管11萬戶。 

合併後接管普及率已提升1倍，新增5萬6,000戶，普及率由11.57%提升至23.46%。 

年度 90年以前 90-99年 100年-105年5月 總計 

接管戶數 15,000 39,000 56,000 110,000 

長期:污水下水道建設 

22 



與水共生~治水綠化生態
兼顧，以結合景觀生態、
遊憩兼具的方式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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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排水環境營造 



山海圳綠道 

雙博物館路線 

南科火車站 

烏山頭水
庫 

臺灣歷史博物館 

安順寮排水自行車跨橋 

鹽水溪出海口 

親水公園 

奇美博物館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1 

1
7 

運河 

大洲排水 

3 

1 

2 

4 

5 
6 

1 

2 

3 

郡安路六段 1 

黃金海岸 2 

2 安通路六段 

1 鹽水溪出海口 6 防汛道路 

5 穿越國8匝道 

4 

安順寮排水自行車跨橋 

堤頂銜接二仁溪橋斜坡道 
3 

3 安通路三段 

與水共生:自行車
道串連水岸延伸

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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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排水環境營造 



健      康      路      一      段 

崇 
孝 
塔 

足球場 

羽球場 

籃球場 

自由車場 

網球場 

網球場 

網球場 

忠 
烈 
祠 

藝術 
轉角 

1 

5 

6 

3 

4 

竹溪水岸環境配置圖 

2 與水共生:
創造與水共
生環境 

河川排水環境營造 

親水環境營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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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整合 

應變調度 

科技防災 肆 



資訊整合 水情資訊整合掌控，以
利應變中心決策調度 

臺南水情即時通APP」
服務效能，使水情資訊
多管道傳遞，提供警示。 

水情資訊行動化，推動
全民減災避災。 

水情中心 

資訊 站數 

雨量站資訊 66 
河川水位資訊 33 
區排水位資訊 73 
水庫資訊 7 
潮汐資訊 24 
土石流資訊 7 
淹水警戒資訊 37 

到達警戒，即觸發聲音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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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防災 肆 

水情即時通APP 水情監測設備 

水文資訊系統整合 



應變調度 

一、利用水文資訊整合，
掌握即時水情與
現場狀況 

二、即時應變進行調度、
預警、撤離、封
路等應變措施 

28 

地下道CCTV監控 

預警封橋封路 水位即時影響監控 抽水站運轉監控 

水位警報偵測器 



29 

結語 伍 

氣候變遷導致強降雨事件已成常態，既有設施保護標準已
不足以因應暴增之逕流量，將超出逕流量化整為零分散集
水區，方能減輕衝擊危害。 

都市型河川流域土地開發需求高，為避免開發行為衍生水
患，實有須要採取逕流總量管制手段，建立流域合理土地
利用管制機制。 

建立都市計畫區排水計畫審議機制，避免不當開發衍生水
患 

建構保水型城市，綜合運用雨水儲留、LID公共設施、高程
管理增加公園綠地滯洪空間，抑制逕流量。 

建立與水共存之永續綜合治水思維，治理、水質與環境應
並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