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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概述 
 

嘉義大排又名中央排水，行政區域橫跨嘉義縣、市，總

集水面積約 15.5 平方公里，流域大部分屬嘉義市都市計畫

範圍內，僅出口少部分面積屬嘉義縣政府管轄權責範圍，另

嘉南農田水利會利用市區排水幹線輸送農田灌溉用水，並沿

線築造閘門以提高水位，此等閘門對市區排水來講亦會構成

某程度上的阻礙，使平時淤積污物，蚊蠅叢生，臭氣四溢，

影響公共衛生，暴雨來臨時則無法順利宣洩洪水。 

計畫範圍內主要以嘉義大排幹線為主，部分河道內雜草

叢生嚴重影響到水流之暢通，下游段堤岸目前尚為土渠未經

整治，為有效改善該地區之水患，乃編列經費辦理該排水整

體改善規劃，期能有效改善本區排水不良之情形。 

 

二、計畫目標與範圍 
 

本計畫目的係針對嘉義大排系統調查其排水不良之原

因及浸災情況，研討如何疏導市區排水，以維持市區排水幹

線暢流無阻，並研擬具體可行之改善方案，經評估擇定最有

利及可行之改善對策，以供工程實施之依據。 

本計畫範圍主要針對嘉義大排幹線進行檢討改善，並研

擬整體改善之方案，並提出實施計畫。 

 

三、排水特性概述 
 

本排水流域地勢自東南向西北頃斜，位於嘉義市東側的
丘陵地帶，地勢較為陡峻，平均坡降在 1/40，排水進入市
區後一直到出口則坡度較緩，平均坡降在 1/380，下雨時嘉
義市東側的丘陵地帶洪水挾帶泥砂湧入排水幹線，為渠道淤
積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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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文分析 
 

(一) 重現期暴雨量 

          嘉義地區一日及二日暴雨頻率分析成果表       單位：mm 

 頻   率(年) 1.1 2 5 10 20 25 50 100 200 備  註

二參數對數常態 89 144 200 237 273 284 319 355 391  

三參數對數常態 85 147 203 238 270 280 310 339 368  

皮爾遜三型分布 85 147 203 239 271 281 310 339 366  

對數皮爾遜三型 86 145 203 240 276 287 321 355 388  

一 

日 

暴 

雨 

極端值一型分布 79 146 209 251 291 304 343 382 421 採用值

二參數對數常態 141 223 304 358 409 425 476 526 577  

三參數對數常態 136 226 308 359 406 421 466 509 553  

皮爾遜三型分布 136 225 308 360 408 422 467 509 550  

對數皮爾遜三型 139 223 306 361 414 431 482 534 587  

二 

日 

暴 

雨 

極端值一型分布 126 224 317 378 437 455 513 570 626 採用值

(二)計畫排水量 

嘉義大排上游屬都市計畫區，前省建設廳公共工程局於

民國五十九年完成「嘉義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書」，

其保護標準採用三年一次之降雨強度設計，出口計畫流量為

155cms，經比較相當於本次分析結果 9 年一次之洪峰流量。 

考慮排水流域之排水特性與客觀之排水條件，排水設施

設計保護標準方面，本計畫建議採用十年一次之洪峰流量為

計畫排水量，嘉義大排出口流量為 167cms，排水區之計畫

流量分配圖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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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水出口起算水位 

朴
子
溪

 嘉 義 大 排 計 畫 流 量 分 配 圖

世
賢
路
橋

縱
貫
鐵
路
橋

垂楊路下水道段

嘉 義 大 排
(L=4,780m)

    2.採重現期十年分析值為計畫流量
註：1.計畫流量單位為C.M.S

167 158 132

嘉義大排出口匯入朴子溪第 61 斷面，本改善規劃之外

水位係參考本所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所完成「朴子溪治理規

劃檢討報告」，依該規劃報告所分析之各重現期距洪水位，

再加上排水出口朴子溪該斷面的速度水頭損失。 
        嘉義大排出口外水位一覽表    單位: m 

各 重 現 期 距 洪 水 位 
項  目 

2 年  5 年  10 年 20 年 50 年 100 年  200 年

出口水位 14.96 15.59 16.05 16.48 17.05 17.48 17.89

速度水頭 0.09 0.22 0.21 0.19 0.11 0.08 0.06 

採用水位 15.05 15.81 16.26 16.67 17.16 17.56 17.95

 

五、排水路現況通水能力 
 

排水路之現況通水能力略述如下： 

(一)幹線下游段 0K+000∼0K+684 未整治段均低於 2 年一次

之洪水量。 

(二)中游段 0K+684∼1K+467 未整治段可通過 Q5 ∼ Q10 年

一次之洪水量。 

(三)上游段 1K+467 ∼6K+388 均可通過 Q10 以上一次之洪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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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淹水範圍 
 

依據實地調查及演算結果，計畫區以嘉義大排幹線出口

右岸一帶較容易淹水，豪雨期間由於渠道兩岸高度不足加上

外水位高漲，洪水在此容易造成溢岸，嘉義大排流域重現期

十年之淹水面積，依據淹水模擬演算結果約 13 公頃，淹水

範圍內主要均為農田。 

 

七、洪災成因 
 

就現況調查及排水路通水能力檢討結果，嘉義大排流域

排水不良主要原因可歸納如下列幾點: 

(一)幹線下游出口段未經整治且地勢低漥，朴子溪水位暴漲

時容易倒灌至幹線而造成溢堤形成災害。 

(二)本排水系統自從市區之雨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後多年來

並無重大之災情傳出，僅為豪雨時因降雨過於集中雨水

一時無法宣洩，而形成局部之淹水，但均能在短時間內

排除。 

 

八、改善方案擬定 
 

(一)、改善原則及改善構想 

1、改善原則 

本地區排水不良原因，主要因為幹線下游段地勢低窪，

低地排水受外水頂托影響，內水排出不易所致，因此計畫先

行阻截倒灌之淹水量，再視土地利用情況排除內水之淹水問

題。 

本排水系統改善以重力排除為優先考量原則，利用現有

堤岸架構採護岸工法改善，將高地之集水順利導引排出，避

免溢於低地造成災害；低地區域之排水除於出口設置防潮閘

門避免外水倒灌外，其本身集水則視需要性以機械抽排方式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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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方案構想 

本次嘉義大排檢討規劃之工作構想如下： 

(1)排水流域範圍之確定：採實地勘查劃定。 

(2)排水路基本調查：委由專業測量公司施測河道地形、

排水路縱橫斷面及構造物調查等，以作為排水路公地

清查及規劃之依據。 

(3)排水路計畫流量釐定：依據計畫區內及鄰近現有之雨

量站，經統計分析計畫區內各重現期的暴雨量及雨

型，再依據現況土地使用狀況，重新分析其各幹支分

線的洪峰流量，作為排水路斷面設計之依據，本計畫

原則擬採十年重限期為保護標準。 

(4)淹水區域檢討改善：經現地調查區內各淹水區域之淹

水原因及範圍，檢討各重現期的淹水因素，確使改善

方案在保護重現期內可消除現況的淹水災害。 

(5)針對計畫區域內之排水現況及未來各既定開發區的

排水佈置，經分析檢討決定排水量後，研擬具體可行

之改善方案，供為工程實施之依據。 

(二)、計畫排水量 

考慮排水流域之排水特性與客觀之排水條件，本計畫排

水設施設計保護標準建議採用十年一次之洪峰流量為計畫

排水量，計畫流量分配圖如圖 4-7 所示。 

(三)、排水路改善處理方式 

1.嘉義大排幹線出口處理 

本排水流域總集水面積約 15.5 平方公里，其中高地面

積約佔 97％，排水型態屬高地排水，排水出口擬以背水堤

方式處理，堤頂標高則以朴子溪計畫水位水平延伸，堤岸高

度不足者則依計畫水位加 0.5 公尺出水高為原則，另依第五

章所述淹水模擬之方法，就計畫十年重現期演算嘉義大排背

水堤案及閘門案之淹水情況，由結果得知閘門案及背水堤案

對淹水情形之改善大略相同，浸水標高比現況降低約 0.57

公尺，再以工程費做比較皆以背水堤案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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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k+355 制水閘門(縱貫鐵路) 

目前嘉南農田水利會尚利用嘉義大排取水灌溉下游農

田，其制水閘門分設於世賢路及縱貫鐵路橋下游側，世賢路

制水閘門係於世賢路興建時同時完成，該構造物尚新且功能

相當良好，建議予以留用，而縱貫鐵路下游側之制水閘門，

由於年代已久，建議拆除重建，擬新建一傾倒式制水閘門。 

 

九、工程計畫與實施 
 

嘉義大排整體改善工程總工程費約需 2.2 億元（其中用

地費及拆遷補償費約 0.4 億元），各項工程數量、工程費估

算明細表以及用地費等詳如表 7-4∼7-6。 

嘉義大排由於下游段目前均尚未整治，雖然整體改善工

程所需經費龐大，但建議以一次實施完成為原則，如經費不

許可，則依下游往上游及重點受災地區優先改善之原則實

施，嘉義大排幹線改善工程2,134 公尺(0k+000∼2k+134)及制水閘

門一座。 

 

十、計畫評價 
 

嘉義大排整體改善工程實施完成後，其效益可分為

有形及無形兩大類，而有形效益又可區分為直接效益與

間接效益兩種，計畫區內改善後之直接效益為 1,267 萬

元，另外工程完成後可促進地方繁榮，提高土地利用價

值等間接效益，因此項效益難以估算，本計畫採直接效

益之 25﹪，計約為 317 萬元，合計有形年效益為 1,584

萬元，由改善工程費推算出年計成本為 2,484 萬元，再

依”益本比=年計效益/年計成本”推算出嘉義大排整體改

善計畫之益本比為 0.63，表示本項投資並不符合經濟效

益，然而近年來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其對生命、財

產、精神、環境等基本保護之需求日益增加，為維護政

府照顧人民之良好形象、增加人民對政府之向心力，此

種無形的效益雖無法量化但應一併納入評估，因此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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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值得政府投資，建議依義務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原

則，由政府籌款辦理實施。 

 

十一、排水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維護管理 

嘉義大排行政區域因跨越嘉義縣及嘉義市係屬跨縣市

排水，分屬嘉義縣政府及嘉義市政府主管之水利事業，相關

設施應由權責單位負責管理與維護，並派專人妥善管理、做

好定期維護工作，洪水發生時方能發揮正常之排洪功能。 

(二)、配合措施 

1.本計畫主要排水路改善後，仍須權責單位配合做好雨

水收集系統，如道路側溝及農田中、小排等，以使地

表逕流能迅速收集排入本排水系統。 

2.排水路改善渠段內，跨距不足或樑底太低的橋樑或跨

渠構造物，建議權責單位於橋樑改建時參照本計畫辦

理，或於重要橋樑改建時採用較高之設計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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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本計畫改善總工程費約 2.2 億元（其中用地費及拆遷補償

費約 0.4 億元），倘無特殊需求建議自下游往上游改善。 

二、本計畫出口段需配合朴子溪 100 年保護基準整治工程同步

實施。 

三、嘉義大排整體改善工程實施完成後，其有形年效益為 1,584

萬元，由改善工程費推算出年計成本為 2,484 萬元，遂嘉

義大排整體改善計畫之益本比為 0.63，表示本項投資並不

符合經濟效益，然而近年來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其對

生命、財產、精神、環境等基本保護之需求日益增加，建

議依義務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原則，由政府籌款辦理實施。 

四、本排水系統之應急改善方法為先整治幹線排水路及其配套

工程，以將高地集流量約束在幹線渠道內順利導出。 

五、本計畫排水路改善後，建議權責單位配合做好雨水收集系

統，如道路側溝及農田中、小排等，以使地表逕流能迅速

收集排入本排水系統。 

六、排水路改善渠段內，跨距不足或樑底太低的各式跨渠橋樑

甚多，建議配合本計畫之實施同時改建，或由權責單位於

橋樑改建時參照本計畫辦理。 

七、本報告之規劃設計示意圖僅供工程費估算之依據，日後計

畫實施時應詳加調查、設計。 

八、對於各專案開發區造成水文因子的變化，諸如入滲量降低、

集流時間縮短、洪峰流量增加等，應本著使用者付費的觀

念，在規劃或建造過程予以詳加評估，將其對環境增加的

水文量，利用滯洪池等設施予以攔蓄，以避免因開發而影

響原有排洪設施的保護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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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一、緣  起 

 

嘉義大排又名中央排水，行政區域橫跨嘉義縣、市，總

集水面積約 15.5 平方公里，流域大部分屬嘉義市都市計畫

範圍內，僅出口少部分面積屬嘉義縣政府管轄權責範圍，另

嘉南農田水利會利用市區排水幹線輸送農田灌溉用水，並沿

線築造閘門以提高水位，此等閘門對市區排水來講亦會構成

某程度上的阻礙，使平時淤積污物，蚊蠅叢生，臭氣四溢，

影響公共衛生，暴雨來臨時則無法順利宣洩洪水。 

計畫範圍內主要以嘉義大排幹線為主，部分河道內雜草

叢生嚴重影響到水流之暢通，下游段堤岸目前尚為土渠未經

整治，為有效改善該地區之水患，乃編列經費辦理該排水整

體改善規劃，期能有效改善本區排水不良之情形。 

 

二、計畫目的與範圍 

 

本計畫目的係針對嘉義大排系統調查其排水不良之原

因及浸災情況，研討如何疏導市區排水，以維持市區排水幹

線暢流無阻，並研擬具體可行之改善方案，經評價擇定最有

利及可行之改善對策，以供工程實施之依據。 

本計畫範圍主要針對嘉義大排幹線進行檢討改善，並研

擬整體改善之方案，並提出實施計畫。 

 

三、規劃經過 

 

本排水系統因位於嘉義市都市計畫範圍內，以往並無詳

細之規劃報告，僅由前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於民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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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完成「嘉義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多年來嘉義

大排之相關改善工程均依據該本報告進行改善，目前排水幹

線自縱貫鐵路橋上游段已完全改善完成並納入下水道系

統，而縱貫鐵路橋至下埤里段兩岸均已施設保護工，而下游

段則現況兩岸均為土堤，且雜草叢生。 

本計畫排水系統規劃期間承蒙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

府、嘉南農田水利會等各單位極力配合，並提供相當寶貴資

料，使本所在極有限之人力及經費下，仍能順利完成本規劃

報告，在此一併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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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域概況 
 

一、區域概述 

 

(一)地理位置 

嘉義大排流域位於台灣西南部嘉南平原北端，北界朴子

溪，南臨八掌溪，嘉義市區以東廣大山坡地之雨水，均流經

市區內排水幹線，最後於新排入朴子溪，行政區域跨越嘉

義縣、市，其流域概況如圖 2-1。 

(二)地形地勢 

本排水流域東西長約 12 公里，南北約 4 公里，地勢由

東南向西北傾斜，地盤標高自 101 公尺至 15 公尺，由於下

游排水路未經整治，通水斷面不足，造成洪水滯留形成災害。 

(三)地質與土壤 

本流域土壤主要係由極細之淤泥及粘土組成，由於流域

位於嘉南平原中心，介乎朴子溪與八掌溪之間，主要地層為

第三紀海相岩層，包括有砂岩、頁岩、砂頁岩及礫石等，其

中局部夾有凸鏡狀或囊狀石灰岩層，上層為最幼之第四紀礫

石層及紅土，沿溪流兩岸則為含礫石、砂石及細泥等之沖積

層，嘉義市地表以砂性土壤為主，其中局部夾有黏土薄層，

分布於市中心一帶，較往下游段則全由砂性土壤構成。 

(四)人口與交通 

本排水流域內現有人口總數約 27 萬人，人口密度每平

方公里約 4,441 人，人口分佈逐漸由市中心地帶朝各重劃

區、郊區發展，區內道路略呈棋盤式，並以輻射狀聯外道路

與鄰近鄉鎮連繫，對外主要交通網有中山高速公路、縱貫公

路及鐵路，空運則有嘉義航空站，設有嘉義至台北及澎湖航

線，為嘉雲地區交通轉運之中心，近年並已完成拓建彌陀

路、民生南路、大雅路、新民路、林森東路，使本市與四周

隔鄰的嘉義縣各鄉鎮道路系統更為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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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氣候 

計畫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全年氣溫以七月最高，一月

最低，年平均溫度攝氏二十三．三度，氣候溫和怡人；冬季

為乾 季，以東北季 風為主，夏季西南風盛行，風力和緩，

因高溫及對流作用旺盛，常有雷雨，加以位居侵台 颱風主

要路徑地區，七至九月間常有颱風侵襲，雨量甚豐，有利農

業發展。 

(六)土地利用情形 

嘉義大排流域面積約為 15.3 平方公里，現況土地利用

情形，由 1/5,000 航照圖依土地使用類別統計以建地佔大部

分，其次是農田，再其次是漁塭及雜作。 

(七)物產與經濟 

本區就業人口數佔總人口數之比率為 38.86 %，其中一

級產業以農業為主，主要農產品有稻米、玉米、高梁、竹筍、

花生等，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 4.27 % ，二級產業礦

業、製造業、水電煤氣業等佔總就業人口 26.87 %，三級產

業商業、運輸、服務業及公共行政業等佔總就業人口之比率

為 68.86 %，顯示商業、服務業在本市產業結構所佔之比率

最大，並將隨本市經濟發展而上升。 

 

二、排水現況 

 

現況排水系統僅幹線一條，其他僅為灌溉系統之尾水排

入，或市區之下水道系統排入，幹線目前在縱貫鐵路橋上游

均已納入雨水下水道系統，並已改善完成，自出口開始至下

埤里段目前尚為土堤，整個嘉義大排排水系統收集嘉義市區

以東廣大山坡地之雨水，流經市區內排水幹線，最後於新

附近匯入朴子溪第 61 斷面，市區之雨水收集系統相當完

整，目前尚有幾條下水道系統正配合道路施工中，嘉義大排

之現況排水系統繪製示意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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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灌溉現況 

 

本排水流域之地勢係由東南傾向西北，而灌溉渠道均順

地形而設，因此嘉南農田水利會所管轄本計畫區域內附近之

各灌溉渠道，大部分流經都市計畫區域，如道將圳、埤仔頭

圳及其支線等。 

 

四、相關計畫 

 

(一)朴子溪防洪計畫 

嘉義大排匯入朴子溪第 61 斷面，為朴子溪重要支流之

一，本所曾於民國七十八年完成”朴子溪（含牛稠溪）治理

規劃報告”，並於民國八十五年完成”朴子溪治理規劃檢討報

告（高速公路橋下游河段）”，朴子溪屬主要河川，採用重

現期 100 年為計畫保護標準。 

(二)雨水下水道計畫 

本計畫區內相關之都市計畫主要為嘉義市，市區內排水

系統及下水道計畫，業經前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於民國

五十九年完成「嘉義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多年來

嘉義大排之相關改善工程均依據該報告進行改善，目前排水

幹線自縱貫鐵路橋上游段已完全改善完成並納入下水道系

統，而縱貫鐵路橋至下埤里段兩岸均已施設保護工，而下游

段則現況兩岸均為土堤，且雜草叢生，其設計標準採三年一

次降雨強度設計，現有下水道出口示意如圖 2-2 及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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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資料調查分析 
 

一、外業測量 
 

本計畫由於外業測量工作數量龐大，限於人力、時間等

因素，乃將外業測量工作依政府採購法委託測量公司辦理，

主要委託測量部分成果如下： 

1.高程測量。 

2.基樁埋設。 

3.排水縱、橫斷面測量。 

4.現有防洪及跨渠構造物調查測量。 

5.排水路平面地物測量(1/1,000) 

6.地形測量(1/5,000 航照圖補測等高線) 

(一)水準基點引用 

本計畫外業測量作業之一等水準點引自非地盤下陷

區，高程控制係引用自師專附小中研院 8139、嘉義北中研

院 9798 及民雄工業區(一)陸檢 1670，並來回檢測無誤後，

引測至計畫區域內做為排水路斷面測量及地形測量之用，茲

將引用點之高程及概略位置列如表 3-1，以供爾後工程測設

之依據。 

表 3-1  引用之高程及概略位置表    單位：公尺 

水準基點 
高   程 

(m) 
概      略      位      置 

陸檢 1670 31.3239 頭橋工業區碑石對側台一線路旁花壇內 

中研院 9798 32.0521 嘉義林管處內 

中研院 8139 32.4978 嘉師附小花圃內 

   

陸檢 1670 中研院 9798 中研院 8139 

 

往
嘉
義

往
民
雄

橋
頭

工
業
區
碑

詳圖

陸檢1670

 

詳圖

嘉
師
附
小

林森東路

中研院8139

詳圖

路
孝
忠

雄
民
往

林森西路

中研院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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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路縱、橫斷面測量 

本計畫施測範圍僅幹線一條，總施測長度約 6.4 公里，

斷面施測原則以 100 公尺取一橫斷面，遇有斷面變化或跨河

構造物時再加測斷面。 

(三)現有跨渠構造物調查 

嘉義大排幹線現有跨渠及防洪構造物調查成果詳如「嘉

義地區嘉義大排檢討改善規劃測量調查成果工作報告」，其

摘要如附錄三。 

(四)排水路河道平面地物測量 

施測範圍以河道中心往兩側各延伸 35 公尺，施測內容

包括河道及範圍內之地物，如圖 7-2，供河道公地調查。 

(五)地形測量 

以五仟分之一航照圖，利用現有固定之構造物如橋樑、

道路、房屋等作為控制，使用小平板或光波測距儀施測地形

及補測等高線。 

(六)製圖 

外業測量所繪製之地形原圖經整理後，按原比例尺建立

電腦數化檔，相關資料均留存於本所資料室。 

 

二、排水特性概述 
 

本排水流域地勢自東南向西北頃斜，位於嘉義市東側的

丘陵地帶，地勢較為陡峻，平均坡降在 1/40，排水進入市

區後一直到出口則坡度較緩，平均坡降在 1/380，下雨時嘉

義市東側的丘陵地帶洪水挾帶泥砂湧入排水幹線，為渠道淤

積的來源。 

嘉義大排由下埤里以上均屬嘉義市都市計畫範圍內，下

水道於縱貫鐵路橋以西排水形態改為明渠狀態，排水路中上

游段屬市區排水，由縱貫鐵路橋以上均已改為下水道，目前

市區的雨水經由街道之側溝收集後排入垂楊路底之下水道

幹線，而明渠部分地盤之雨水則經由道路之雨水收集系統收

集後，再經由路底之下水道排入嘉義大排(如世賢路、北港

路等之路底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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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水文分析 
 

一、水文測站 

 

計畫流域及其鄰近雨量站之概略位置繪如圖

4-1 所示，其站況如表 4-1，本報告降雨分析係選用

嘉義(1)、嘉義(12)及記錄較為完整之頂六(1)等雨

量站，民國 58 年至 89 年之雨量資料，至於推算洪

峰流量所需之雨量強度公式，則採用民國七十七年

『台灣地區各雨量測站物部公式適用性研究報告』

中所分析之嘉義(7)雨量站之物部強度公式。 

 

二、降雨分析 

 

(一)流域平均雨量 

流域內採同時、平均降雨為原則，並選用民國

58 年至 89 年之雨量資料，以徐昇式法推求，各雨量

站之控制權度如表 4-2，經統計結果如表 4-3 所示，

流域平均年雨量為 1,850 公釐，最豐及最枯年雨量

分別為民國 64 年之 2,801 公釐及民國 69 年之 1,009

公釐，流域降雨之時間分佈情形如圖 4-2 所示，降

雨主要集中於六至九月，為區域之豐水期；十月至

翌年二月較乾燥，為區域之枯水期。 

      表 4-2 計畫區域內及其鄰近雨量站所佔權度一覽表   單位：% 

年間 

(民國) 
頂六(1) 嘉義(12) 嘉義(1) 合計 

58~85 48 52 - 100 

86~89 37 45 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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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計畫流域內及其鄰近雨量站概況表 

流域別 站 名 站號 經辦單位 站        址 
標高

(m) 
類別 

記錄

年份 備註

朴子溪 秀林 P006 省農業試驗所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

村林子尾之 5號
40 普通 43-64  

朴子溪 嘉義(1) P007 省農業試驗所
嘉義市玉田里民權

路 2號 
50 自記 12- 採用

朴子溪 嘉義(2) P008 嘉南水利會 嘉義市美源里民生

南路 123 號 
35 普通 42-  

朴子溪 嘉北 P009 臺糖南靖糖廠 嘉義市中庄里忠孝

路 537 號 
30 普通 72-  

朴子溪 嘉義(4) P010 臺糖南靖糖廠 嘉義市大溪里 2號 25 普通 72-  

朴子溪 嘉義(5) P038 臺灣省物資局 嘉義市檜村里忠孝

路 346 巷 47 號 
33 普通 45-59  

朴子溪 嘉義(7) P054 臺灣省水利局 嘉義市芳草里草地

屋 49 號 
30 自記 51-71  

朴子溪 嘉義(11) P056 臺灣省糧食局 嘉義市仁愛里 3號 47 普通 67-  

朴子溪 嘉義(12) P058 中央氣象局 嘉義市北湖里 28 自記 58- 採用

八掌溪 頂六(1) P006 嘉南水利會 嘉義縣中埔鄉富收

村頂中下街 108 號
63 普通 35- 採用

八掌溪 公館 P012 臺糖南靖糖廠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

村 108 號 
25 普通 64-  

八掌溪 
國立嘉義

農專 
P044 臺灣電力公司 嘉義市紅毛埤84號 53 普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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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 計 畫 區 月 雨 量 及 年 雨 量 一 覽 表   單 位 : mm 
年 一 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合計 

58 18.5 44.5 69.9 59.8 166.9 456.4 188.2 209.2 303.5 7.2 1.2 0.3 1525.6

59 35.5 1.9 60.2 0.8 185.5 158.9 170.3 336.4 500.7 27.0 21.0 13.9 1512.1

60 17.3 17.2 3.0 21.9 30.2 582.9 207.3 288.2 350.2 23.5 3.5 56.3 1601.5

61 77.4 46.3 0.0 119.6 332.7 782.3 536.6 706.7 51.0 6.6 8.9 63.8 2731.9

62 34.8 19.5 26.2 225.4 125.8 339.9 361.0 661.1 195.6 58.0 7.7 0.5 2055.5

63 3.6 83.3 15.0 139.4 138.7 657.6 286.1 190.8 219.3 122.6 1.2 12.0 1869.6

64 22.6 26.1 103.0 99.6 88.1 838.5 186.0 1010.9 180.9 164.4 2.5 78.8 2801.4

65 20.8 18.1 9.6 13.3 326.4 130.8 611.3 549.5 125.0 30.1 0.1 0.0 1835.0

66 31.8 2.9 4.2 5.1 379.8 711.3 733.5 567.1 282.9 12.0 17.3 14.9 2762.8

67 67.1 24.1 164.1 98.5 186.6 228.0 401.6 510.3 151.6 43.5 2.1 13.3 1890.8

68 40.7 40.8 32.6 44.9 175.1 505.3 101.3 754.1 235.3 0.0 24.3 0.5 1954.9

69 60.0 39.2 3.1 67.6 66.0 131.0 211.1 356.3 24.6 25.0 25.3 0.0 1009.2

70 2.8 17.6 104.2 34.6 254.0 301.7 552.0 298.1 630.3 19.5 11.9 22.5 2249.2

71 1.3 35.2 34.6 64.9 291.6 300.0 513.8 295.7 62.8 0.0 75.7 8.2 1683.8

72 29.6 221.1 271.2 89.6 316.0 327.0 117.0 256.5 113.7 32.5 0.0 12.2 1786.4

73 5.6 7.5 26.1 241.8 280.1 350.0 240.3 200.2 92.3 40.7 0.2 13.1 1497.9

74 23.4 172.0 34.4 68.8 169.1 365.0 86.6 661.5 154.8 31.3 14.7 46.3 1827.9

75 27.5 48.6 49.6 1.4 370.5 215.5 133.3 428.9 229.2 1.4 39.3 26.8 1572.0

76 7.2 9.8 135.9 88.4 160.4 222.9 520.6 236.3 102.3 31.7 5.9 12.9 1534.3

77 47.4 15.5 52.0 94.5 194.5 169.1 323.8 702.8 206.9 1.5 9.8 7.6 1825.4

78 22.1 0.2 36.9 168.2 111.6 84.5 338.0 282.4 572.4 0.4 0.3 43.6 1660.6

79 18.8 50.0 58.2 484.5 173.7 502.7 135.5 521.7 349.8 12.2 0.1 0.1 2307.3

80 24.3 32.2 13.2 30.3 44.6 394.2 385.3 142.4 69.3 60.3 22.3 50.9 1269.3

81 36.1 123.7 99.7 295.2 95.6 147.6 572.7 696.8 168.9 0.0 0.4 1.5 2238.2

82 6.5 1.8 123.0 83.6 210.8 406.7 220.0 246.4 119.6 2.7 36.2 4.3 1461.6

83 15.8 70.5 30.2 14.7 212.9 262.1 372.6 842.3 237.2 19.8 0.0 12.4 2090.5

84 8.2 28.6 52.2 42.7 114.8 382.7 221.4 154.7 72.0 2.4 0.0 0.2 1079.9

85 17.7 12.7 9.3 113.1 319.7 131.1 434.9 424.6 52.9 16.9 14.2 1.7 1548.8

86 25.8 70.2 129.5 25.9 175.1 435.8 457.0 661.2 194.6 0.1 0.0 8.1 2183.3

87 103.2 342.7 151.4 193.4 243.9 580.9 115.7 424.5 112.0 170.7 0.0 60.3 2498.7

88 8.5 0.0 13.0 43.6 197.7 92.1 603.7 762.2 121.3 28.7 7.8 36.6 1915.2

89 7.0 62.1 22.6 144.8 44.0 211.4 282.1 465.2 86.4 73.2 8.5 22.1 1429.4

平均 27.2 52.7 60.6 100.6 193.2 356.4 331.9 463.9 199.0 33.3 11.3 20.2 1850.3

% 1.47 2.85 3.27 5.44 10.44 19.26 17.94 25.07 10.76 1.80 0.61 1.09 100 

20



 

 

 

 

 

 

 

 

 

 

 

 

 

 

 

 

 

 

 

 

 

 

 

 

 

 

 

 

 

21



 

 

 

 

 

 

 

 

 

 

 

 

 

 

 

 

 

 

 

 

 

 

 

 

 

 

 

 

 

22



(二)暴雨頻率分析 

經篩選上述各雨量站民國 58 年∼民國 89 年共

計 32 年之各年最大一日及二日暴雨量資料，因民國

58 年~民國 89 年雨量資料斷繼不完整，故分段式選

用可供分析之雨量站，如表 4-2，以徐昇氏法求得流

域平均一日及二日暴雨量，結果如表 4-4 及表 4-5，

經以各種分析方法推算頻率暴雨量，如表 4-6，其中

對數偏歪係數為負值，造成對數皮爾遜三型之分析

值偏小，不適用於極大事件之分析。其餘四種機率

分布對所有樣本數列，並不具有絕對的最佳適合

性，故以標準差(SE)作密合度檢討比較，其中以極

端值一型分布之標準差(SE)最小，在參酌各種機率

分布限制及標準差檢定後，本計畫擬採用極端值一

型分布之計算結果，並繪製暴雨量頻率曲線如圖

4-3。 

近年來較大之洪水災害，發生於民國 86 年 8 月

7 日之暴雨，日降雨量達 219mm，約相當於 7 年一次

之一日暴雨量，民國 85 年 8 月 1 日之賀伯颱風，日

降雨量達 155mm，約相當於 3 年一次之一日暴雨量。 

(三)降雨分配型態 

1.數場暴雨之資料分析設計 

本次數場暴雨之雨型，係引用民國 83 年本所(前

水利局規劃總隊)完成之『嘉義縣東石、布袋、義竹

沿海地區排水系統改善規劃報告』資料，其採用嘉

義(7)雨量站自民國 20 年至 80 年間年各場實際降雨

之時雨量資料，選取連續降雨 24 小時較具代表性之

五場颱風暴雨，求出每場暴雨各小時雨量佔該場暴

雨量之百分比，依大小順序排列，並求出同位序之

平均百分比，再依各場暴雨最大雨量發生最多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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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嘉義地區歷年最大一日暴雨統計表     單位：mm 

年 月 日 暴雨量 年 月 日 暴雨量 

58 6 19 102.3 74 8 27 83.3 

59 9 7 158.6 75 8 22 123.8 

60 6 7 200 76 7 27 167.4 

61 6 6 185.7 77 8 13 179.2 

62 7 8 71.2 78 9 12 324.4 

63 6 2 144.2 79 8 19 131.0 

64 8 17 210.6 80 7 30 142.0 

65 5 28 148.5 81 8 30 189.8 

66 7 26 294.1 82 5 26 121.7 

67 8 19 70.9 83 8 11 173.2 

68 8 25 128.0 84 6 8 76.9 

69 8 28 121.6 85 8 1 154.9 

70 9 3 262.4 86 8 7 219.2 

71 7 30 141.3 87 8 4 190.8 

72 6 1 101.7 88 8 12 94.5 

73 4 21 69.5 89 8 23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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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嘉義地區歷年最大二日暴雨統計表     單位：mm 

年 月 日 暴雨量 年 月 日 暴雨量 

18 26
58 6 

19 
184.7 74 6

27
137.9 

6 21
59 9 

7 
271.8 75 8

22
175.8 

6 27
60 6 

7 
316.3 76 7

28
232.3 

5 13
61 6 

6 
293.9 77 8

14
251.5 

24 11
62 8 

25 
135.9 78 9

12
370.0 

2 19
63 6 

3 
186.7 79 8

20
240.6 

16 29
64 8 

17 
414.8 80 7

30
209.1 

3 7
65 7 

4 
239.9 81 7

8
279.3 

25 26
66 7 

26 
475.3 82 5

27
150.6 

18 11
67 8 

19 
109.6 83 8

12
263.4 

24 8
68 8 

25 
230.0 84 6

9
148.3 

27 7 31
69 8 

28 
189.0 85

8 1
277.8 

2 6
70 9 

3 
435.8 86 8

7
285.8 

29 4
71 7 

30 
254.9 87 8

5
220.9 

5 31 11
72 

6 1 
164.6 88 8

12
144.9 

28 22
73 5 

29 
106.6 89 8

23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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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6 嘉義地區一日及二日暴雨頻率分析成果表    單位：mm 

 重現期距(年) 1.1 2 5 10 20 25 50 100 200 備   註 

二參數對數常態 89 144 200 237 273 284 319 355 391  

三參數對數常態 85 147 203 238 270 280 310 339 368  

皮爾遜三型分布 85 147 203 239 271 281 310 339 366  

對數皮爾遜三型 86 145 203 240 276 287 321 355 388  

一 

日 

暴 

雨 

極端值一型分布 79 146 209 251 291 304 343 382 421 採用值

二參數對數常態 141 223 304 358 409 425 476 526 577  

三參數對數常態 136 226 308 359 406 421 466 509 553  

皮爾遜三型分布 136 225 308 360 408 422 467 509 550  

對數皮爾遜三型 139 223 306 361 414 431 482 534 587  

二 

日 

暴 

雨 

極端值一型分布 126 224 317 378 437 455 513 570 626 採用值

備註： 

1.資料年數目32年 

一日暴雨平均值155.2，標準偏差62.5，偏歪係數0.86，對數平均值5.0，對數標準

偏差0.41，對數偏歪係數-0.13 

二日暴雨平均值238.4.0，標準偏差91.3，偏歪係數0.90，對數平均值5.4，對數標

準偏差0.38，對數偏歪係數-0.01 

2.採用極端值一型分布之分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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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定出最大平均百分比之位序，其餘平均百分比

之位序按右大左小排列，配置成所需之降雨分配型

態，如表 4-7 及圖 4-4 所示。 

2.物部雨量強度公式設計 
24 小時雨型之設計步驟如下： 

(1)依下列原則選擇雨型的單位時間刻度△D。 
6hr＜Tc △D＝1.0hr 

3hr＜Tc≦6hr △D＝0.8hr 

1hr＜Tc≦3hr △D＝0.4hr 

    Tc≦1hr △D＝0.15hr 

(2)嘉義(7)雨量站之物部雨量強度公式ｃ值 0.6298 

物部公式 
I＝(Rd/24)(24/T)

ｃ
 

式中 
I：降雨延時T之平均降雨強度(mm/hr) 

Rd：一日暴雨量(mm) 

T：降雨延時(hr)--△D,2△D,...,24 

C：常數 

(3)以該雨量強度公式計算各個延時(△D，2△D，…24hr)

之降雨強度，其對應之該延時降雨量為降雨強度與延時

的乘積，再將每相鄰兩個延時的降雨量相減，即得 24

小時雨型之每個單位時間的降雨量。 

(4)將每個單位時間的降雨量除以 24 小時總降雨量，可得

各個單位時間的降雨百分比，根據此降雨百分比該雨型

設計如下： 
a.將降雨百分比之最大值放置在中間（第12小時） 

b.將第２大值放置在第(12＋△D)小時 

c.將第３大值放置在第(12－△D) 小時 

d.將第４大值放置在第(12＋2△D)小時 

e.將第５大值放置在第(12－2△D)小時 

．．．．．． 

如此依序以右、左輪放原則，即可完成尖峰在

中央的 24 小時雨型，以△D=0.4 小時為例，如圖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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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嘉義地區一日暴雨雨型分析表 

55 年 6月 10 日 56 年 7 月 11 日 66 年 7 月 25 日 69 年 8 月 27 日 71 年 7 月 29 日 
位

序 
降雨量 
(mm) 

百分比 
(%) 

降雨量 
(mm) 

百分比
(%) 

降雨量
(mm) 

百分比
(%) 

降雨量
(mm) 

百分比
(%) 

降雨量 
(mm) 

百分比 
(%) 

平均

百分

比(%)

採用

位序

1 29.0 19.93 60.5 20.61 53.0 13.04 27.0 15.38 30.0 12.61 16.31 12

2 20.0 13.75 57.0 19.42 50.0 12.30 24.5 13.96 29.0 12.18 14.32 13

3 17.0 11.68 42.0 14.31 44.5 10.95 23.5 13.39 28.0 11.76 12.42 11

4 14.0 9.62 27.5 9.37 35.0 8.61 16.0 9.12 18.0 7.56 8.86 14

5  7.5 5.15 24.0 8.18 26.5 6.52 13.5 7.69 17.0 7.14 6.94 10

6  7.5 5.15 18.0 6.13 25.0 6.15 11.5 6.55 17.0 7.14 6.23 15

7  7.0 4.81 13.0 4.43 22.5 5.54  9.0 5.13 16.0 6.72 5.33 9 

8  6.5 4.47 10.0 3.41 21.0 5.17  7.0 3.99 12.0 5.04 4.41 16

9  6.5 4.47  7.0 2.39 20.0 4.92  6.5 3.70 10.5 4.41 3.98 8 

10  5.5 3.78  6.5 2.21 18.0 4.43  6.0 3.42  8.5 3.57 3.48 17

11  5.0 3.44  6.5 2.21 15.0 3.69  5.5 3.13  8.0 3.36 3.17 7 

12  5.0 3.44  6.5 2.21 15.0 3.69  5.5 3.13  7.5 3.15 3.13 18

13  4.5 3.09  6.0 2.04 13.0 3.20  4.5 2.56  6.5 2.73 2.73 6 

14  3.0 2.06  3.0 1.02  9.5 2.34  4.0 2.28  4.5 1.89 1.92 19

15  3.0 2.06  1.5 0.51  9.0 2.21  2.0 1.14  4.0 1.68 1.52 5 

16  1.5 1.03  1.5 0.51  7.0 1.72  2.0 1.14  4.0 1.68 1.22 20

17  1.0 0.69  1.5 0.51  6.5 1.60  1.5 0.85  3.5 1.47 1.02 4 

18  1.0 0.69  1.0 0.34  6.5 1.60  1.5 0.85  3.5 1.47 0.99 21

19  0.5 0.34  0.5 0.17  6.0 1.48  1.5 0.85  3.5 1.47 0.86 3 

20  0.5 0.34  0.0  0.00  1.5 0.37  1.5 0.85  3.0 1.26 0.57 22

21  0.0 0.00  0.0  0.00  1.0 0.25  1.0 0.57  1.5 0.63 0.29 2 

22  0.0 0.00  0.0  0.00  1.0 0.25  0.5 0.28  1.0 0.42 0.19 23

23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1.0 0.42 0.08 1 

24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0.5 0.21 0.04 24

註：資料引用自 85 年嘉義縣沿海地區改善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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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水量推估 

 

本計畫各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採用三角型單位

歷線法及合理化公式法，配合流域之地文因子、各

重現期距之暴雨量及前述之各種降雨分配型態分別

加以演算並比較之。 

(一)集流時間 

排水規劃以往常用之集流時間(Tc)公式如下: 
(1)加州公路局公式： 

Tc=(0.87L
3
/H)

0.385
 

式中 
Tc：集流時間(hr) 

L ：沿集水區內排水路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水平距離(Km) 

H ：集水區內排水路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高程差(m) 

(2)Rziha 公式： 

Tc=L/W 

W=72(H/L)
0.6 

式中 
L：沿集水區內排水路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水平距離(Km) 

H：集水區內排水路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高程差(Km) 

排水各控制點流域特性及各種方法估算之集流

時間，成果比較詳如表 4-8，Rziha 公式估算結果偏

小，本計畫建議採用加州公路局公式之計算成果。 

表 4-8 嘉義地區排水流域各控制點之流域特性表 

集流時間Tc(hr) 

控制點名稱 
集水面積 

A(km^2) 

流路長 

L(km) 

高差 

H(m) 加州公式 Rziha公式 

嘉義大排出口 15.30 10.82 88.10 2.65 2.69 

世賢路 11.36 7.20 75.10 1.76 1.55 

鐵路橋 7.08 4.38 72.10 1.01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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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逕流分析模式 
(1)合理化公式 

範圍較小之排水流域常以合理化公式法推估洪

峰流量，其公式如下： 
Qp＝1／3.6×C×I×A 

式中 
Qp：洪峰流量（cms） 

C ：逕流係數 

I ：降雨延時Ｔ等於集流時間Tc之平均降雨強度（mm/hr) 

A ：集水面積（km
2
） 

降雨強度公式採用物部公式（參閱降雨分析一

節所列），式中之降雨延時 T 為集流時間 Tc。 

上式逕流係數Ｃ之影響因素頗多且實測不易，

因此所採用之逕流係數，係由各頻率年之一日暴雨

量乘以設計雨型中各單位時間所佔之百分比，分別

求 得 各 單 位 時 間 之 降 雨 量 ， 再 扣 除 滲 漏 損 失

2.75m/hr(採用本所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所完成「朴

子溪(含牛稠溪)治理規劃報告」與民國七十一年六

月所完成「八掌溪治理規劃報告(下游段)」之滲漏

損失量平均值)，最後以求得之總超滲雨量除以總降

雨量即為逕流係數，如下表： 

嘉義地區排水流域逕流係數 C 值分析成果表 

重        現        期        距 
項目 

1.11 2 5 10 20 25 50 100 

C 值 0.40 0.55 0.67 0.72 0.76 0.77 0.79 0.81

計算結果本排水區各控制點各頻率年之降雨強

度如表 4-9，流域內一日洪峰流量及比流量列如表

4-10∼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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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D/2

表 4-9 嘉義地區排水流域雨量強度(物部公式)一覽表   單位：mm/hr 

重      現      期      距(年) 

控   制   點 
Tc 

(hr) 
1.1 2 5 10 20 25 50 100 

嘉義大排出口 2.65 13.8 23.27 32.58 38.52 44.3 46.06 51.52 56.98

鐵路橋 1.01 19.65 33.12 46.37 54.83 63.05 65.56 73.33 81.10

註：1.雨量強度公式採物部公式  I＝R24/24*(24/Tc)^c 

2.雨量強度分析站選用嘉義(7)雨量站之物部公式 

3.由水利局﹝台灣地區各雨量測站物部公式之適用性研究﹞報告，查得 c值 0.6298。 

 
(2)三角型單位歷線法 

三角型單位歷線係假設單位時間之超滲雨量所

形成的流量歷線呈三角形，其形狀依經驗公式推

定，依美國水土保持局之經驗公式： 
Qp＝0.208×A×Re / Tp 

Tp＝D/2＋0.6Tc 

Tr＝1.67Tp 

Tc＝(0.87L
3
/H)

0.385
(加州公路局公式) 

式中                
Qp：洪峰流量(cms) 

A ：流域面積(k㎡)  

Re：超滲雨量(mm)  

Tp：開始漲水至洪峰發生之時間(hr) 

D ：單位降雨延時(hr)  

Tr：洪峰流量發生至歷線終端之時間(hr) 

Tc：集流時間(hr) 

採用加州公路局之經驗公式計算。 

L ：集水區最長之逕流路徑(km) 

H ：集水區邊界與出口處之最大高程差(m) 

有效降雨延時(D)依集流時間(Tc)而定，雨型採

用數場暴雨分析者，取 D≦1/5Tc；雨型採降雨強度

公式分析者，則取(1) Tc＞6hr，D＝1hr，(2)3hr＜ 

Tp Tr 
T 

0.6Tc 

Qp 

 D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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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嘉義地區排水各種推算方法之洪峰流量一覽表(一日暴雨) 單位: CMS
 

重       現      期      (年) 
控  制  點 

A(K㎡) 

Tc( hr ) 
方法別 

1.1 2 5 10 20 25 50 100 

△ 35.13 74.84 112.18 137.07 160.78 168.49 191.6 214.72

△物 44.42 92.07 136.88 166.75 195.2 204.45 232.18 259.92嘉義大排出口 
15.30 

2.65 合-物 22.42 56.96 99.33 128.2 156.88 166.05 192.22 219.49

△ 28.91 60.79 90.76 110.75 129.78 135.96 154.52 173.07

△物 43.61 88.02 129.78 157.62 184.13 192.75 218.6 244.45世賢路 
11.36 

1.76 合-物 21.54 54.73 95.44 123.17 150.73 159.54 184.68 210.89

△ 19.22 40.11 59.74 72.84 85.31 89.36 101.52 113.68

△物 37.8 74.51 109.02 132.03 153.94 161.07 182.43 203.8鐵路橋 
7.08 

1.01 合-物 19.04 48.39 84.39 108.91 133.28 141.07 163.3 186.47

方法別代號說明 :1. "△    " ──  三角型單位歷線法(雨型採用數場暴雨之時雨量資料設計) 

2. "△物  " ──  三角型單位歷線法(雨型採用物部雨量強度公式設計) 

3. "合-物 " ──  合理化公式法(物部雨量強度公式) 
 

 

 

表 4-11 嘉義地區排水各種推算方法之洪峰比流量一覽表(一日暴雨) 單位: 

CMS
 

重       現      期      (年) 
控  制  點 

A(K㎡) 

Tc( hr ) 
方法別 

1.1 2 5 10 20 25 50 100 

△ 2.30 4.89 7.33 8.96 10.51 11.01 12.52 14.03

△物 2.90 6.02 8.95 10.90 12.76 13.36 15.18 16.99嘉義大排出口 
15.30 

2.65 合-物 1.47 3.72 6.49 8.38 10.25 10.85 12.56 14.35

△ 2.54 5.35 7.99 9.75 11.42 11.97 13.60 15.24

△物 3.84 7.75 11.42 13.87 16.21 16.97 19.24 21.52世賢路 
11.36 

1.76 合-物 1.90 4.82 8.40 10.84 13.27 14.04 16.26 18.56

△ 2.71 5.67 8.44 10.29 12.05 12.62 14.34 16.06

△物 5.34 10.52 15.40 18.65 21.74 22.75 25.77 28.79鐵路橋 
7.08 

1.01 合-物 2.69 6.83 11.92 15.38 18.82 19.93 23.06 26.34

方法別代號說明 :1. "△    " ──  三角型單位歷線法(雨型採用數場暴雨之時雨量資料設計) 

2. "△物  " ──  三角型單位歷線法(雨型採用物部雨量強度公式設計) 

3. "合-物 " ──  合理化公式法(物部雨量強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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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6hr，D＝0.8hr，(3)1hr＜Tc≦3hr，D＝0.4hr，

(4)Tc≦1hr，D＝0.15hr。雨型採用數場暴雨分析

者，因雨型單位刻度為一小時，有效降雨延時 D 之

單位歷線須經過 S 曲線轉換為有效降雨延時為一小

時之單位歷線，方可計算洪水歷線；雨型採用降雨

強度公式分析者，雨型單位刻度與有效降雨延時 D

一致，單位歷線不須再經轉換。 

三角型單位歷線法以下列四種方法演算，各方

法之代號說明如下： 
1.〞△物〞  --- 雨型採物部雨量強度公式設計 

2.〞△〞  --- 雨型採數場暴雨之時雨量資料設計 

洪峰流量之推算步驟如下： 

1.將各頻率暴雨量乘以雨型中各單位時間的降雨百分

比，求得所選定降雨延時（24 小時）時段中每一單

位時間（或單位降雨延時）的降雨量。 

2.為考慮滲漏損失，自每一單位時間的降雨量扣除單

位時間（hr）乘以 2.75（mm/hr）。 

3.依上述 Qp、Tp、Tr 等經驗公式計算，求得單位降雨

延時之超滲雨量所形成的三角形單位流量歷線。 

4.最後將降雨延時（24 小時）時段中已扣除滲漏損失

之每一個單位時間降雨量，套入三角形單位歷線，

並依序錯開一個單位時間疊加之，即可求得各控制

點的洪水歷線、洪峰流量及比流量如表 4-10~表 4-11

所示。 

 

四、流量分析檢討 

 

前述由各種方法計算之洪峰流量與洪峰比流量

比較列如表 4-10~表 4-11 所示，其中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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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洪峰流量為最小，〞合－物部〞次之，〞△物部〞

最大，〞△ 〞雨型之時間間距固定為 1 小時，對於

小面積短集流時間之洪峰流量難以反應，故演算結

果偏小，由於合理化公式法係一概估法，該法將甚

多影響因素簡化，故只能適用於小流域，如都市計

畫區之雨水下水道規劃，而且其計算結果僅有洪峰

流量，無流量歷線可供浸水分析之用，其中〞△物

部〞演算結果可得洪水流量歷線，作為本排水淹水

模擬之用，故本計畫洪峰流量推估選用〞△物部〞

方法之分析結果，較能能符合計畫需求，即採三角

型單位歷線法，雨型採用物部設計分析，所推算之

洪峰流量作為排水系統改善規劃之基準。 

 

五、計畫排水量之決定 

 

嘉義大排上游屬都市計畫區，前省建設廳公共

工程局於民國五十九年完成「嘉義市雨水下水道系

統規劃報告書」，其保護標準採用三年一次之降雨強

度設計，出口計畫流量為 155cms，經比較相當於本

次分析結果 9 年一次之洪峰流量。 

考慮排水流域之排水特性與客觀之排水條件，

排水設施設計保護標準方面，本計畫建議採用十年

一次之洪峰流量為計畫排水量，嘉義大排出口流量

為 167cms，計畫流量分配圖如圖 4-6 所示。 

 

六、排水出口起算水位 

 

嘉義大排出口匯入朴子溪第 61 斷面，本改善規

劃之外水位係參考本所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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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子溪治理規劃檢討報告」，依該規劃報告所分析

之各重現期距及相對應之洪水位，再加上排水出口

朴子溪該斷面的速度水頭損失，如表 4-12。 

        表 4-12 嘉義大排出口外水位一覽表    單位: m 

各 重 現 期 距 洪 水 位 
項  目 

2 年  5 年 10 年 20 年 50 年 100 年  200 年  
備 註

出口水位 14.96 15.59 16.05 16.48 17.05 17.48 17.89  

速度水頭 0.09 0.22 0.21 0.19 0.11 0.08 0.06  

採用水位 15.05 15.81 16.26 16.67 17.16 17.56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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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現況排水功能檢討及洪災損失調查分析 
 

一、排水路現況通水能力檢討 
 

為瞭解排水路之現況通水能力，以供日後改善方案研擬

之參考，遂依據實測之縱、橫斷面資料及水文分析之各重現

期洪峰流量，由嘉義大排出口起算，採標準步推法推算各斷

面之水位，並與各排水路現況岸高作比較，以分析各排水路

現況之通水能力，茲將水理演算所採用相關因子說明如下： 

(一)排水路起算水位依朴子溪各重現期水位，再加上幹線排

水出口朴子溪該斷面之速度水頭損失為準。 

(二)排水路演算所採用之流量，係根據水文分析成果之各重

現期洪峰流量分析值計算之（參見圖 4-6）。 

(三)現況排水路由出口至下埤里段並無保護工，渠道內雜草

叢生，故水理演算之粗糙係數採用 0.035。 

幹線之通水能力略述如下，演算成果示意於圖 5-1： 

(一)幹線下游段 0K+000∼0K+684 未整治段均低於 2 年一次

之洪水量。 

(二)中游段 0K+684∼1K+467 未整治段可通過 Q5 ∼ Q10 年

一次之洪水量。 

(三)上游段 1K+467 ∼6K+388 均可通過 Q10 以上一次之洪水

量。 

 

二、現況淹水模擬 
 

為了解本計畫區域內現況淹水情形，遂採用迴水演算及

水收支平衡法演算各不同重現期之淹水範圍，演算所需資料

包括嘉義大排出口之外水位歷線、各淹水區各重現期之入流

量歷線，及計畫區之 H-A 曲線(由等高線圖求得)，淹水模擬

結果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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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嘉義大排流域改善前淹水模擬成果表 

 

 

 

 

 

 

 

 

 

三、淹水範圍 
 

依據實地調查及演算結果，計畫區以嘉義大排幹線出口

右岸一帶較容易淹水，豪雨期間由於渠道兩岸高度不足加上

外水位高漲，洪水在此容易造成溢岸，嘉義大排流域重現期

十年之淹水面積，依據淹水模擬演算結果僅約 13 公頃，淹

水範圍內主要均為農田，各重現期現況淹水範圍如圖 5-2 所

示。 

 

四、洪災成因 
 

就現況調查及排水路通水能力檢討結果，嘉義大排流域

排水不良主要原因可歸納如下列幾點: 

(一)幹線下游出口段未經整治且地勢低漥，朴子溪水位暴漲

時容易倒灌至幹線而造成溢堤形成災害。 

(二)本排水系統自從市區之雨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後多年來

並無重大之災情傳出，僅為豪雨時因降雨過於集中雨水

一時無法宣洩，而形成局部之淹水，但均能在短時間內

排除。 

 

 

重現期距
最大淹水標高

(m) 

平均淹水深度

(m) 

最大淹水面積

(ha) 

淹水時間

(hr) 

2 年 14.60 0.40 2 14 

5 年 15.72 0.69 9 18 

10 年 16.12 0.82 13 19 

20 年 16.51 0.93 18 20 

50 年 17.04 1.14 25 21 

100 年 17.44 1.42 2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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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芝、納莉颱風檢討及排水問題 
 

依據調查結果發生於90年 7月 30日桃芝颱風嘉義站最

大時雨量 97mm(相當於重現期 35 年之降雨強度值)，依嘉義

站(12)及頂六站測得一日暴雨量 263mm(相當於重現期 18 年

之一日暴雨量)，另依三角型單位歷線法配合實際雨型計算

出本次桃芝颱風之洪水量為 283cms(高於本次報告分析之

100 年一次之洪水量)。 

90年 9月 18日納莉颱風嘉義站最大時雨量144mm(超過

重現期 100 年之降雨強度值)，依嘉義站(12)及頂六站測得

一日暴雨量 557mm(超過重現期 100 年之一日暴雨量)，另依

三角型單位歷線法配合實際雨型計算出本次納莉颱風之洪

水量為 350cms(遠高於本次報告分析之 100 年一次之洪水

量)。 
 

六、洪災損失調查分析 
 

嘉義大排流域幅員廣闊，歷年洪水災害損失缺乏詳細之

統計資料，洪災損失僅能依據現況淹水分析成果，配合實地

調查結果推估。流域內之淹水損失項目主要分為農作物損

失、魚塭損失、建物損失等，損失之估計分述如下： 
(一)農作物淹水損失：本區主要農作物以水稻為代表，其損

失金額=[(每公頃產值×減產率)＋復耕增加成本]×淹
水面積。 

(二)魚塭損失：養殖魚類以虱目魚為代表，其損失金額以單
位產值估列。 

(三)建物損失：家電用品、傢俱、營生器具及倉儲貨品等，
其損失金額以淹水範圍內之戶數乘以每戶淹水損失金
額估列。 

依據淹水深度與損失額關係曲線如圖 5-3，推算本排水

系統現況各重現期之淹水損失如表 5-2，由各重現期之淹水

損失金額，推算出現況年計損失計新台幣 789 萬元(如表

5-3)，並繪製淹水損失與發生機率關係曲線如圖 5-4。 

44



 

 

 

 

 

 

 

 

 

 

 

 

 

 

 

 

 

 

 

 

 

 

 

 

 

 

 

 

 

 

 

 

18     

468    

3,629  

10,135 

19,360 

27,090 
註：表中淹水深度為平均淹水深度，以最大淹水體積除以最大淹水面積求得

單位:萬元

重現期 期望值

T (2) x (3)

-- 0 1.0000

1.11 -    0.9009 0 ~ 0 0.0991 0 0

2 18     0.5000 0 ~ 18 0.4009 9 4

5 468    0.2000 18 ~ 468 0.3000 243 73

10 3,629  0.1000 468 ~ 3,629 0.1000 2,048 205

20 10,135 0.0500 3,629 ~ 10,135 0.0500 6,882 344

50 19,360 0.0200 10,135 ~ 19,360 0.0300 14,747 442

100 27,090 0.0100  19,360 ~  27,090 0.0100 23,225 232

合計: 0.9900 合計: 1,300

-
-
-

表 5-3  嘉義大排現況年損失金額計算表

年可能

發生機

率(2)

損失金額範圍

(1)

169

-

表 5-2 嘉義大排現況各重現期淹水損失金額統計表

建物

               用地別
重  淹
現    水        數
年       別        額

損失額合計農地

-
-

0.30
2.00
6

0.52
2.50

註：1.年損失金額係"期望值"欄之合計.

0.55
6.20
5760

0.50
130
0.26

    2."(2)"欄之發生機率合計值愈接近1，則年損失金額愈正確.

7.10
8040損失金額(萬元)

損失金額

年可能發

生機率

1/T

(1)之平

均損失

金額(3)

100 17.90

2.40

12.80
107

0.71

1060
0.40
4.80
3020

1.11

0.80

-
-
-

0.12

51
0.95

12
0.66
6.60
40

7.20

損失金額(萬元)
淹水深度(公尺)
淹水面積(公頃)

淹水面積(公頃)
損失金額(萬元)
淹水深度(公尺)

50

5

10

淹水面積(公頃)
損失金額(萬元)
淹水深度(公尺)

2
淹水深度(公尺)

淹水面積(公頃)

淹水深度(公尺)

淹水面積(公頃)
損失金額(萬元)

20

1.11
淹水深度(公尺)
淹水面積(公頃)
損失金額(萬元)

淹水面積(公頃)
損失金額(萬元)
淹水深度(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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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改善計畫  
 

一、改善原則 

 
本地區排水不良原因，主要因為幹線下游段地勢低窪，

低地排水受外水頂托影響，內水排出不易所致，因此計畫先

行阻截倒灌之淹水量，再視土地利用情況排除內水之淹水問

題。 

本排水系統改善以重力排除為優先考量原則，利用現有

堤岸架構採護岸工法改善，將高地之集水順利導引排出，避

免溢於低地造成災害；低地區域之排水除於出口設置防潮閘

門避免外水倒灌外，其本身集水則視需要性以機械抽排方式

排除。 

本次嘉義大排檢討規劃之工作構想如下： 

1.排水流域範圍之確定：採實地勘查劃定。 

2.排水路基本調查：委由測量公司施測河道地形、排水路縱

橫斷面及構造物調查等，以作為排水路公地清查及排水路

平面佈置規劃之依據。 

3.排水路計畫流量釐定：依據計畫區內及鄰近現有之雨量

站，經統計分析計畫區內各重現期的暴雨量及雨型，再依

據現況土地使用狀況，重新分析其各幹支分線的洪峰流

量，作為排水路斷面設計之依據，本計畫原則擬採十年重

限期為保護標準。 

4.淹水區域檢討改善：經現地調查區內各淹水區域之淹水原

因及範圍，檢討各重現期的淹水因素，確使改善方案在保

護重現期內可消除現況的淹水災害。 

5.針對計畫區域內之排水現況及未來各既定開發區的排水

佈置，經分析檢討決定排水量後，研擬具體可行之改善方

案，供為工程實施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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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排水量 
 

考慮排水流域之排水特性與客觀之排水條件，本計畫排

水設施設計保護標準建議採用十年一次之洪峰流量為計畫

排水量，計畫流量分配圖如圖 4-7 所示。 

 

三、改善計畫構想 

 

1.嘉義大排幹線出口處理 

本排水流域總集水面積約 15.5 平方公里，其中高地面

積約佔 97％，排水型態屬高地排水，排水出口擬以背水堤方

式處理，堤頂標高則以朴子溪計畫水位水平延伸，堤岸高度

不足者則依計畫水位加 0.5 公尺出水高為原則，另依第五章

所述淹水模擬之方法，就計畫十年重現期演算嘉義大排背水

堤案及閘門案之淹水情況，結果如表 6-1，由結果得知閘門

案及背水堤案對淹水情形之改善大略相同，浸水標高比現況

降低約 0.57 公尺，再以工程費做比較如表 6-2，其工程內容

如下： 

[背水堤案] 總工程費 2.26 億元 

˙排水路 2,134 公尺 

˙橋樑 1座 

˙6k+355 制水閘門改善 

˙用地收購 1.07ha 

[閘門案] 總工程費 2.69 億元 

˙排水路 2,134 公尺 

˙橋樑 1座 

˙6k+355 制水閘門改善 

˙用地收購 1.07ha 

˙出口閘門 1座 

 

49



表 6-1 嘉義大排出口各方案重現期十年淹水模擬成果比較表 

 
最大淹水標高

(m) 

最大淹水深度

(m) 

平均淹水深度 

(m) 

最大淹水面積  

(ha) 

淹水時間

(hr) 

閘門案 15.06 1.06 0.58 4 17 

背水堤岸 15.07 1.07 0.58 4 17 

表 6-2 嘉義大排出口方案比較表 

 
改善工程內容 

工程費

(億元)
優點 缺點 

1.排水路 2,134 公尺 
2.橋樑 1座 
3.6k+355 制水閘門改善
4.工程用地費 
5.出口閘門 1座 

1.39
0.09
0.36
0.36
0.49

閘門案 

 2.69

1.堤岸低對

視覺景觀衝

擊較小 

1.需專人管

理維護 

2.維護費用

高 

3.工程費較

高 

1.排水路 2,134 公尺 
2.橋樑 1座 
3.6k+355 制水閘門改善
4.工程用地費 

1.45
0.09
0.36
0.36

背水堤案 

 2.26

1.不需專人

管理維護 

2.維護管理

容易 

1.堤岸高對

視覺景觀衝

擊較大 

 

以上方案之擇定兩方案各項目之比較摘如表 6-2，依背

水堤案及閘門案淹水模擬的演算，兩者結果影響之程度相差

不多，此外皆以背水堤案為佳。 

2.6k+355 制水閘門(縱貫鐵路) 

目前嘉南農田水利會尚利用嘉義大排取水灌溉下游農

田，其制水閘門分設於世賢路及縱貫鐵路橋下游側，位於世

賢路制水閘門係於世賢路興建時同時完成，構造物尚新且功

能相當良好，建議予以留用，而位於縱貫鐵路下游側之制水

閘門，由於年代已久建議拆除重建，擬新建一傾倒式制水閘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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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程計畫 
 

一、計畫原則 

 

因天然地勢關係排水路在2k+134處產生一約6-7m 的落

差，嘉義市政府目前排水路僅改善至此，本計畫改善排水路

0k+000∼2k+134 時，將於 2k+134 改善終點處下游側施設一

跌水工，並於渠底佈設混凝土消能塊長度約 30m，藉以防止

水流直接衝擊渠底造成沖刷。 

根據前述嘉義大排改善方案，所擬定之排水設施整治工

程，其工程計畫原則如下： 

1.排水路設計流量之決定，採用重現期十年之洪峰流量為

準，與都市計畫分析流量值比較，兩者採大值，排水路渠

段之採用流量如圖 4-7。 

2.水理以標準步推法演算，幹線出口起算水位採朴子溪重現

期 10 年水位 16.26m 起算（加上朴子溪之速度水頭損失）。 

3.排水路計畫水理演算之 n值，三面工採 0.015∼0.02，兩

面工採 0.02∼0.025。 

4.排水路之容許流速，三面工以不超過 6 m/sec、兩面工以

不超過 4 m/sec 為原則，超過容許流速之渠段以固床工或

跌水工調整渠坡、減緩流速，避免水流對護岸及渠底之沖

刷。 

5.排水路計畫堤頂高採用計畫水位加 50 公分出水高為原

則。 

6.排水路斷面不足部分以現有河道中心向兩邊等量拓寬，但

仍應保持渠道之平順，並以回歸公地減少徵用民地為原

則。 

7.位於排水路上之跨渠涵管嚴重阻礙水流者，建議全面改建

為版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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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佈置與設計 

 

嘉義大排改善工程依工程計畫原則其工程佈置如圖 7–

1及平面示意圖如圖 7-2，各排水路之計畫橫斷面規劃設計示

意圖及相關水理因素等如圖 7-3 及表 7-1。 

嘉義大排幹線擬以直立式擋土牆方式施設保護工，堤高

依計畫水位加 0.5 公尺出水高為原則，2k+134∼6k+388 已由

嘉義市政府分年實施改善完成，現況斷面經檢討大部分均可

以通過重現期 10 年以上洪水故予以留用，堤岸不足者則依計

畫水位加 0.5 公尺為原則加高，全線須改善之排水路共計

2,134 公尺(0k+000∼2k+134)、橋樑改善計有 1 座，6k+355

制水閘門改善之設計示意如圖 7-4，排水路改善計畫縱斷面

如圖 7-5。 

 

三、工程數量及工程費估算 

 

本排水系統整體改善工程各項工程費之估算，以民國 90

年之物價為準，工資與工率以水利處近期編制之「水利工程

工資工率分析手冊」為依據，不含物價變動在內，倘若物價

發生變動應隨指數調整，以符合實際需要，主要工程材料單

價列於表 7-2（各項單價內含施工設施與工地費用 5%、包商

管理費 10%及營業稅 5%），總工程費包括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費與工程建造費（含直接工程費，間接工程費及工程預備

費），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工程用地若為私有地，則辦理

土地收購及地上物補償費；工程用地若被佔用之公有

地，則僅辦理地上物之補償費。土地收購費用以流域內

施工地區之平均公告現值加四成計，依據嘉義縣政府提

供之查估資料，每公頃約 2 仟 8 佰萬元；地上物補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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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農作物水稻及甘蔗為主，估計每公頃約須 20 萬元；用

地取得作業費以每公頃 6 萬元計；此外，為考慮工程實

施時之物價調整依上列各項費用加計 20%之預備費。 

(二)直接工程費：除按各幹、支、分線所需改善工程之工程

數量與單價計算工程費外，並加計雜項工程費 5%及施工

安全衛生與環保措施 2%（含雜項工程之 2%）。 

(三)間接工程費：工程營建時之管理、監督及行政事務等費

用、以直接工程費之 5%估列。 

(四)工程預備費：以直接工程費之 20%估算，作為工程實施

中臨時增加費用之準備金。 

總工程費之估計，計算結果嘉義大排改善工程總工程費

約 2.2 億元，如表 7-3 所示（其中用地費及拆遷補償費約 0.4

億元），各項工程數量、工程費估算明細表以及用地費等詳如

表 7-4∼7-6。 

 

四、工程實施計畫 

 

嘉義大排由於下游段目前均尚未整治，雖然整體改善工

程所需經費龐大，但建議以一次實施完成為原則，如經費不

許可，則依下游往上游及重點受災地區優先改善之原則實

施，嘉義大排幹線改善工程 2,134 公尺(0k+000∼2k+134)及制水閘

門一座。 

 

五、本計畫工程實施後之改善效果 

 

嘉義大排整體改善後淹水情形較現況已有明顯改善，但

低地農田仍有局部淹水情形，惟大部分農田之淹水情形為尚

能忍受程度，少部分較低窪之農田，可考慮填土將田面抬高

或種植耐浸作物或避開洪汛期種植，以減輕淹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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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 n A V B 水 深 H Z

(cms) (㎡) (m/s) (m) (m) (m)

0+000 ∼ 2+134 167 0.001667 0.02 197.3 0.9 30 6.6 7.1 垂直 詳圖7-3

2+134 ∼ 4+520 167 0.002336 0.03 55.49 3 - 2.8 3.5 -
現況斷

面留用

4+520 ∼ 6+388 158 0.001897 0.03 53.94 2.9 - 2.8 4.2 -
現況斷

面留用

嘉義大排幹線

表7-1 嘉義大排改善規劃水理因素表

樁         號排水名稱 備   註

單位：元

工    程   項   目 備         註 單 位 單   價

挖  方 機  械  施  工 m3 20        

純填方 機  械  施  工 m3 68        

挖填方 機  械  施  工 m3 25        

棄土 平均運距 4km m3 85        

混凝土140kg/c㎡ W/C=0.67 m3 1,700     

混凝土210kg/c㎡          W/C=0.53 m3 1,900     

瀝青混凝土 t=8cm m2 310       

鋪塊石 Φ=25cm m2 200       

碎石級配 t=30cm m3 500       

乙種模板損耗 新正五分板 m2 250       

洩水管含安裝 2"ΦPVC透水管 支 100       

邊坡整理 機  械  施  工 m2 14        

鋼筋含加工及組立 含加工及組立 噸 16,500    

(註:各項單價內含施工設施及工地費用5%、包商管理費10%及營業稅5%)

   表 7-2 嘉義大排改善工程主要項目單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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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萬元

   成     本     項     目 工  程  費 備         註

一、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3,640

二、工程建造費 19,030 1. ∼ 3.  之和

    1.直接工程費 15,224 (1) ∼ (4) 之和

      (1)嘉義大排幹線 11,458 0K+000~2K+134

      (2)制水閘門 2,757 6k+355

      (3)雜項工程 711 [(1) ∼ (2)]* 5%

      (4)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299 [(1) ∼ (3)]* 2%

    2.間接工程費 761 1. 項 之  5%

    3.工程預備費 3,045 1. 項 之 20%

三、總工程費合計 22,670 一 ∼ 二 項 之 和

補償面積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公頃) (萬元)

一、用地收購費 1.07 3,006

二、人口搬遷補償費 - -

三、地上物補償費

   (1)作物 1.07 21

   (2)漁塭 - -

   (3)房舍 - -

   (4)公共設施 - -

四、作業費用 1.07 6

五、小計 3,034

六、預備費(20%) 607

  總  補  償  費 3,640

項                     目

    表 7-3 嘉義大排改善工程費估算總表

   表 7-4 嘉義大排整體改善工程用地費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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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項    目 單位 備     註

挖  方 m
3 27,210  00 20         00 544,200     00 機械施工

純填方 m
3 2,656   00 68         00 180,608     00 機械施工

挖填方 m
3 5,122   00 25         00 128,050     00 機械施工

棄土 m
3 19,432  00 85         00 1,651,720   00 平均運距 4km

混凝土140kg/c㎡ m
3 3,201   00 1,700      00 5,441,700   00

混凝土210kg/c㎡           m
3 17,595  00 1,900      00 33,430,177  00

瀝青混凝土 m
2 12,804  00 310        00 3,969,240   00 t = 8 cm

碎石級配 m
3 23,303  00 500        00 11,651,640  00 t =30 cm

鋪塊石 m
2 57,618  00 200        00 11,523,600  00 Φ=25cm

乙種模板損耗 m
2 51,216  00 250        00 12,804,000  00 新正五分板

洩水管含安裝 支 1,467   00 100        00 146,713     00 4m
2
一支

鋼筋 噸 1,349   00 16,500     00 22,253,352  00 機械施工

農路橋改建(長30mx寬6m) 座 1       00 5,400,000  00 5,400,000   00

小               計 109,125,000 00

次要項目5％ 全 5,456,250   00

工程費合計 114,580,000 00

表 7-5 嘉義縣嘉義大排幹線改善工程費估算表
單位：新台幣元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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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工  程   項   目 單位 備     註

主體工程 式 1        00 6,250,000 00 6,250,000    00 含基礎打樁

閘門門框及埋設件 組 2        00 1,250,000 00 2,500,000    00

閘門門體 組 2        00 1,875,000 00 3,750,000    00

閘門電動吊門機組 組 2        00 2,812,500 00 5,625,000    00 鋼索吊門

電氣操作控制工程 全 1        00 6,250,000 00 6,250,000    00

雜項工程(約10%) 全 1        00 1,875,000 00 1,875,000    00

小計 元 26,250,000   00

次要項目(約5%) 元 1,315,000    00

合計 元 27,565,000   00

一、嘉義大排改善工程

1、6K+355制水閘改善工程(W=15M,H2.0M,共2門)

表7-6 嘉義大排改善工程費估算表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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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計畫評價與財源籌措 
 

一、計畫效益 

 

嘉義大排整體改善工程實施完成後，其效益可分為有形

及無形兩大類，而有形效益又可區分為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

兩種，茲分述如下 
(一)有形效益 

排水改善工程完成後可減少計畫區內淹水時間，降低淹

水深度及淹水面積，由現況淹水損失頻率曲線(圖 5-4)得知

計畫區現況淹水之年計損失為1,300萬元，改善後(如表8-1)

依各重現期淹水情形估計農作物及住宅損失，估算結果如表

8-2，再由各重現期之淹水損失金額依表 8-3 計算方式，據以

推求計畫區保護標準重現期十年內之淹水損失額為 33 萬

元，並繪製淹水損失曲線如圖 8-1，故改善後之直接效益為

1,267 萬元。另外工程完成後可促進地方繁榮，提高土地利

用價值等間接效益，因此項效益難以估算，本計畫採直接效

益之 25﹪，計約為 317 萬元，合計有形年效益為 1,584 萬元。 

 

表 8-1 嘉義大排流域改善後淹水模擬成果表 

重現期距 
最大淹水標高

(m) 

平均淹水深度

(m) 

最大淹水面積

(ha) 

淹水時間

(hr) 

2 年 - - - - 

5 年 - - - - 

10 年 15.10 0.57 4 18 

20 年 15.25 0.61 5 20 

50 年 16.52 0.93 19 21 

100 年 17.34 1.35 2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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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25    

651   

3,684 
註：表中淹水深度為平均淹水深度，以最大淹水體積除以最大淹水面積求得

單位:萬元

重現期 期望值

T (2) x (3)

-- 0 1.0000

1.11 -    0.9009 0 ~ 0 0.0991 0 0

2 -    0.5000 0 ~ 0 0.4009 0 0

5 -    0.2000 0 ~ 0 0.3000 0 0

10 10     0.1000 0 ~ 10 0.1000 5 0

20 25     0.0500 10 ~ 25 0.0500 17 1

50 651    0.0200 25 ~ 651 0.0300 338 10

100 3,684  0.0100     651 ~   3,684 0.0100 2,168 22

合計: 0.9900 合計: 33

註：1.年損失金額係"期望值"欄之合計.

    2."(2)"欄之發生機率合計值愈接近1，則年損失金額愈正確.

表 8-3  嘉義大排計畫年損失金額計算表

損失金額

年可能發

生機率

1/T

損失金額範圍
年可能

發生機

率(2)

(1)之平

均損失

金額(3)(1)

100
淹水深度(公尺) 0.89 0.49
淹水面積(公頃) 9.40 7.60
損失金額(萬元) 74 3610

50
淹水深度(公尺) 0.68 0.28
淹水面積(公頃) 6.70 2.30
損失金額(萬元) 41 610

20
淹水深度(公尺) 0.61 -
淹水面積(公頃) 5.00 -
損失金額(萬元) 25 -

10
淹水深度(公尺) 0.58 -
淹水面積(公頃) 4.00 -
損失金額(萬元) 10 -

5
淹水深度(公尺) - -
淹水面積(公頃) - -
損失金額(萬元) - -

2
淹水深度(公尺) - -
淹水面積(公頃) - -
損失金額(萬元) - -

1.11
淹水深度(公尺) - -
淹水面積(公頃) - -
損失金額(萬元) - -

表 8-2 嘉義大排計畫各重現期淹水損失金額統計表

               用地別

農地 建物 損失額合計重  淹
現    水        數
年       別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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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形效益 

本計畫實施完成後，所產生之無形效益如改善環境衛

生，維持交通之暢通，帶動農村經濟之繁榮，及對政府之向

心力，此等無形效益無法以數值衡量，但卻值得政府投資。 

 

二、計畫成本 

 

(一)年利息 

總工程費2億2,494萬元，其年利息按年利率6﹪計算 

≒1,349 萬元 

(二)年償債基金 

分析年限採50年，年利率6﹪，年償債基金為總投資金額之

0.344﹪。 

≒77 萬元 

(三)年稅捐及保險費 

依總工程建造費 1億 8,854 萬元之 0.62﹪計。 

≒116 萬元 

(四)年中期換新準備金及運轉維護成本 

依總工程建造費 1億 8,854 萬元之 5﹪計。 

≒942 萬元 

合計年計成本=2,484 萬元（上列四項合計） 

 

三、計畫評價與財源籌措 

 

益本比=年計效益/年計成本 

=1,584/2,484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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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排整體改善計畫之益本比僅達 0.63，表示本項投

資並不符合經濟效益，然而近年來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高，

其對生命、財產、精神、環境等基本保護之需求日益增加，

為維護政府照顧人民之良好形象、增加人民對政府之向心

力，此種無形的效益雖無法量化但應一併納入評估。 

因此本項工程值得政府投資，建議依義務保護人民生命

財產之原則，由政府籌款辦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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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排水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維護管理 
 

嘉義大排行政區域因跨越嘉義縣及嘉義市係屬跨縣市排

水，相關設施應由權責單位負責管理與維護，並派專人妥善

管理、做好定期維護工作，洪水發生時方能發揮正常之排洪

功能；茲將一般維護管理宜注意事項分列如下 

(一)市區及村落排水路出口易淤積，應定期疏浚、清除雜草以免

阻礙排水。 

(二)排水路內面工損壞應盡速整修，以免洪水時潰堤，造成重大

災害。 

(三)加強宣導居民應嚴禁傾倒垃圾、廢棄物及堆放物品，以免阻

礙水流造成災害，共同維護渠道之暢通，建請相關管理機關

定期實施疏濬清淤工作，以維護排水之通水能力。 

(四)設置於排水路上之制水閘門，建請相關管理機關定期實施操

作維護工作，以確保洪水來臨時能維持排水之通水能力。 

 

二、配合措施 
 

(一)本計畫主要排水路改善後，仍須權責單位配合做好雨水收集

系統，如道路側溝及農田中、小排等，以使地表逕流能迅速

收集排入本排水系統。 

(二)排水路改善渠段內，跨距不足或樑底太低的橋樑或跨渠構造

物，建議權責單位於橋樑改建時參照本計畫辦理，或於重要

橋樑改建時採用較高之設計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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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統改善檢討規劃基本資料測量調查成果報告，經濟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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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重要公文函件 
 
規劃工作期初簡報 
 

經濟部水利處水利規劃試驗所函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 
字號:經(九０)水利規排字第 0900600062 號 
受文者：灌排組 
主旨：檢送九十年度區域排水規劃、研究計畫期初簡報會議紀

錄，請 查照。 
 
規劃工作期中簡報 
 

經濟部水利處水利規劃試驗所函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十六日 
字號:經(九０)水利規排字第 0900000571 號 
受文者：灌排組 
主旨：檢送九十年度區域排水規劃、研究計畫期中簡報(1/2)會

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期中簡報會議紀錄中，有關本計畫之事項如下： 
營建署南工處： 

一、有關嘉義大排(中央排水)的下水道報告本署計畫分
今、明兩年重新檢討相關之高程，是否請規劃單位檢
討高程上之差異？。 

二、希望貴單位能提供朴子溪及八掌溪之計畫水位，做
為嘉義地區雨水下水道規劃之用？。 

三、嘉義市政府計畫將嘉義大排於下埤里下游處直接引
入朴子溪，是否請貴所加以了解？。 

 
嘉南農田水利會函 
 

台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函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九日 
字號：經(九０)水利河字第 A905007444 號 
受文者：水利規劃試驗所 
主旨：有關貴所辦理「九十年度九十年度區域排水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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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中簡報」會議紀錄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有關本會於嘉義大排交叉縱貫鐵路及嘉義市
世賢路等二處設置制水閘門，灌溉期間攔截該排水
線內排水量入大溪厝別線與水虞厝別線供灌。該二
處制水閘門本會雖派有專人調節，惟貴所認為該制
水門阻礙水流，造成局部低漥地區積水。。 

二、為本會灌溉營運需要，且為免影響排水機能，請貴
所比照高雄地區後勁溪改善模式，將大溪厝別線及
水虞厝別線等二線取水制水閘門改建傾倒式鋼構閘
門。 

 
規劃工作期末簡報暨報告審查 
 

經濟部水利處水利規劃試驗所函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字號:經(九０)水利規排字第 0900600186 號 
受文者：灌排組 
主旨：檢送「嘉義地區湖子內排水及嘉義大排改善檢討規劃期

末簡報暨報告審查」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期末簡報會議紀錄中，有關本計畫之事項如下： 
水利處第五河川局： 

一、請說明本計畫出口設置閘門是否恰當。 
嘉南農田水利會： 

一、請詳細說明傾倒式閘門之設置及是否會影響下游取
水量。 

二、傾倒式閘門設置後其管理與維護屬於何單位負責。 
嘉義縣政府： 

一、建議於報告中如有新的開發案請詳加說明分洪與減
洪方法，避免造成水系下游之淹水災害。 

會議結論： 
一、各單位所提意見請於報告中補充修正。 
二、規劃報告內容修正完成後簽請直接付梓，報告印刷

後報水利處核備，並分送各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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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嘉義地區嘉義大排改善檢討規劃測

量調查成果工作報告」摘要 
 

本計畫由於外業測量工作數量龐大，限於人力、時間等因

素，乃將外業測量工作依循政府採購法委託專業測量工程顧問

公司辦理，主要委託測量部分成果如下： 

一、測量範圍 

嘉義大排流域測量範圍如附圖一所示。 

二、工作期間 

自民國九十年六月八日至九十年九月五日止。 

三、工作項目 

1.水準測量：水準引測約 10 公里。 

2.排水路河道平面地物測量：施測範圍以河道中心往兩側各

延伸 35 公尺，施測內容包括河道及範圍內之地物。 

3.排水路縱、橫斷面測量：縱、橫斷面測量間距約每 100 公

尺測量一個橫斷面，河道變化處、排水匯入點及所有跨渠

構造物均需增加斷面，排水路總長度約 6.4 公里。 

4.排水路跨渠構造物調查：所有橫跨排水路之構造物，包含

堤防護岸、橋樑、渡槽、水閘、取水工、跌水工及箱涵等

構造物，均需調查測量。 

5.基樁埋設：測區內設置四支水準點基樁。 

6.製圖：所有之測量資料除製成膠片原圖外，另均需繪製成

電腦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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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報告會審意見處理情形 

 

報 告 審 查 修 正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或 說 明 

水利處第五河川局： 
一、請說明本計畫出口設

置閘門是否恰當。 
嘉南農田水利會： 

一、請詳細說明傾倒式閘
門之設置及是否會影
響下游取水量。 

二、傾倒式閘門設置後其
管理與維護屬於何單
位負責。 

嘉義縣政府： 
一、建議於報告中如有新

的開發案請詳加說明
分洪與減洪方法，避免
造成水系下游之淹水
災害。 

會議結論： 
一、各單位所提意見請於

報告中補充修正。 
二、規劃報告內容修正完

成後簽請直接付梓，報
告印刷後報水利處核
備，並分送各相關單
位。 

 
已於報告中說明。 
 
 
已說明。 
 
 
還是由嘉南農田水利會管

理維護。 
 
 
已說明。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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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工作人員名單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工作期間 

所    長 謝 勝 彥 規劃工作指導及報告審核 90.1∼90.12

副 所 長 蔡 正 男 規劃工作指導及報告審查 90.1∼90.12

組    長 李 雄 傑 規劃工作指導及報告初稿審查 90.1∼90.12

工 程 員 謝 建 宏 計畫主辦及報告撰寫 90.1∼90.12

副工程司 黃 柏 彰 水文分析 部 分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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