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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正總說明 

(一)修正緣由 

本府前於 98 年 4 月完成「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

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下稱 98 年規劃報告)，101 年 12

月完成「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

系統規劃檢討報告(林和源及林寶春排水)」(下稱101年檢討報告)，

並奉經濟部水利署核定在案。依據前述二案規劃，林和源及林寶

春排水渠道應分別辦理加高改善，配合林寶春排水閘門改建、村

落防護工程(道路高程調整)、下游低地設置調整池及抽水站等方案，

以達 10 年重現期水量防護之目標。 

其中 98 年規劃報告有關林寶春排水渠道加高改善方案，因考

量原排水出口閘門老舊損壞，且於低強度保護原則下，並無機械

抽排輔助，爰將林寶春排水出口視為無閘門，並以冬山河計畫水

位為起算水位(10 年重現期為 E.L. 2.66m、25 年重現期為 E.L. 

2.98m)，進行林寶春排水計畫水位評估及計畫堤頂高程規劃，致需

加高量體偏大，對地方景觀及生態衝擊程度較高，另有橋梁改建

二側銜接影響段較長、居民接受度低等現象。 

101 年檢討報告中，因考量排水出口閘門已於原址上游側改建，

且增設下游低地改善工程後，部分低地(面積 110 公頃)水量已另行

排除，實際進入渠道水量削減，故改以常態水深為起算水位(10 年

重現期為 E.L. 0.79m、25 年重現期為 E.L. 1.48m)，重新檢討林寶

春排水計畫水位及計畫堤頂高程後，98 年規劃報告擬定之計畫堤

頂高程及其橋梁配合改建資料須配合修訂，惟 101 年檢討報告未

載明修訂後之計畫堤頂高程及其橋梁配合改建資料，為利後續辦

理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設計案之依據援引，爰辦理本次修正，以

利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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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內容 

本次修正報告與 101 年檢討報告差異，依報告書章節編排對照

如下表，細部修正內容說明如次： 
本次修正(104 年 10 月)  與 101 年檢討報告之差異 對應頁碼

第一次修正總說明 
(一) 修正緣由 
(二) 修正內容 

本次新增 
 

P1~P2 

修正前後差異對照說明表 
修正前後差異對照說明表(續) 

1.101 年 12 月及 104 年 10 月之「工程

經費」欄位： 
(1)林寶春排水改善由 1.37 億元酌減

為 1.20 億元。 
(2)林寶春抽水站及調整池由 1.01 億

元修訂為 1.08 億元 
(3) 林和源抽水站及調整池由 0.46 億

元修訂為 0.55 億元 
2.增列「本次修正(104 年 10 月)」欄位 

P4~P5 

一、 前言 
二、 林和源集水區災害概述及原因

分析 

無修正 P6~P15 

三、 新修正方案檢討 
(一) 保護標準及改善原則 
(二) 原規劃方案內容 
(三) 檢討修正方案 
(四) 新增工程經費 
(五) 提報單位及相關工程 
(六) 用地取得情形 
(七) 現地情況 
(八) 擬辦對策說明 
(九) 工程內容 
(十) 工程順序 
(十一) 效益評估 
(十二) 計畫評價 
(十二) 工程佈置 
(十三) 相關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 

 
調整以下內容： 
 
(三) 
1.表八：增列「計畫排入水路」欄位 
2.圖十二：增加抽水站(P)及其排入水

路標示 
(四)抽水站工程經費及表九修訂 
(十) 表十工程經費修訂 
(十一)年計成本及益本比重新估算 
(十三) 增列第 4 點 

 
P16~P46 
 
 
P32 
 
 
P33 
 
P34 
 
P40 
 
P43~45 
 
P46 

四、 預期效果 無修正 P47 
五、 「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修正 本次新增 P52 

附錄一 歷次審查會議紀錄及辦理

情形 
新增「104 年 7 月 22 日」、「104 年 8
月 5 日」及「104 年 9 月 21 日」等三

次審查會議紀錄及辦理情形。 

附 1-25~ 
附 1-33 

附錄二 地方說明會會議紀錄及回

應情形 
無修正 附 2-1 

附錄三 「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修

正 - 一維水理分析檢討 
本次新增 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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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工程內容修正 

因林寶春排水出口閘門已改建完成，功能恢復，且配合 101

年檢討報告增設改善工程，林寶春排水下游左岸水量循既有農

田排水及截水溝進入林寶春排水調整池，並設置抽水站加速水

量排除，低地(面積 110 公頃)水量未進入林寶春排水渠道，爰

林寶春排水 10 年重現期計畫水量由 25cms 修正為 15cms(林和

源集水區 10 年重現期計畫流量分配修正如圖十七)，並以常態

水深為起算水位(10 年重現期為 E.L. 0.79m、25 年重現期為 E.L. 

1.48m)，依削減後計畫流量重新進行一維水理演算，一併修正

計畫堤頂高程(修正後計畫堤頂高程如表十二)，平均需加高高

程由 1.5m 修正為 0.5m。 

林寶春排水下游出口雖設有閘門抵禦外水，惟排水下游並

無調整池進行渠道水位調節，其退水時機仍需視冬山河水位而

定，考量林寶春排水目前二側仍有緩衝綠帶空間可利用，為求

盡量擴大渠道本身通水及蓄容洪峰流量能力，未來護岸加高方

式應以盡量將緩衝綠帶納入渠道內範圍(盡量外推至臨路側)方

式辦理。 

2.「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橋梁配合改建修正 

因整體須加高幅度降低，跨河橋梁應依修正後之計畫堤頂

高程配合改建(修正後橋梁配合改建如表十三)。 

3.「相關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增列第 4 點 

林寶春排水渠道沿線有農田排水匯入，於林寶春排水辦理

加高改善後，颱洪時期農田排水水位將低於林寶春排水水位，

為避免林寶春排水水量倒灌至農田排水造成溢淹，辦理工程設

計時應於各農田排水匯入點設置自動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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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後差異對照說明表 
規劃

內容 
原規劃報告(98 年 4 月) 檢討報告(101 年 12 月) 本次修正(104 年 10 月) 

區域

條件 

 本區域以林和源排水為主水道排入冬山河(無閘門控制)，其他重要區域排水有林寶春排

水及隆恩排水，另主要農田排水為南富四中排。在距排入冬山河匯流口上游約 230 公尺

附近有林寶春排水匯入(有閘門控制)，距排入冬山河匯流口上游約 500 公尺處有南富四

中排匯入，距排入冬山河匯流口上游約 1,600 公尺處有隆恩排水匯入。 
 排水出口(匯入冬山河處)10 年重現期設計洪水位為 E.L. 2.66m、25 年重現期為 E.L. 

2.98m，本集水區整體地表高程集中於 EL.0m~4.0m，其中約 1/3 土地地表高程低於

EL2.0m，為高淹水風險區，地表高程 EL2.0~4.0m 之間區域為中淹水風險區。 
 地表高程 EL2.0m 以下區域，現況多為農田使用，民宅多沿排水二側散佈而居，部份為

集中式聚落，土地使用強度低，道路高程平均約為 EL.1.0m。 

災害

狀況 
高程 EL2.0m 以下(宜 30 鄉道以北、5 號國道以東、利澤西路以西)區域，逢豪雨易發生淹

水，淹水深度多介於 0.5~1.0m，平均淹水時間約 1~2 日。 

災害

原因

分析 

 林和源排水及林寶春排水重力排水能力不足，颱洪期間水位受冬山河水位頂托，高程

EL2.0m 以下區域內水不易匯入。 
 林和源排水為無閘門控制之背水堤，超大型降雨事件曾有水量自上游溢出。 
 林寶春排水閘門阻水，水路淤積，護岸高程不足，水量溢出。 

改善

構想 

 考量高淹水風險區土地多

為農田，使用強度偏低，且

民宅為散居型，故規劃以農

田作為天然蓄洪空間，宣導

並鼓勵民眾提高建物高程

及自設擋水閘門，並進行聯

外道路加高及現有排水路

加高改善，以達到 10 年重

現期設計降雨之保護。 

 考量本區水患日益加劇，並接納地方民意反應及需要，

針對高淹水風險區研擬改善方案。 
 基於綜合治水原則，於原有改善方案之架構上，以調整

池搭配機械抽排方式，降低低地淹水深度及淹水範圍，

以提升高淹水風險區域保護強度。 

改善

方案 

 現有排水路依計畫堤頂辦

理加高改善，並同時調整渠

底，避免河道水量溢出至下

游低地。 
 閘門依計畫水位改建。 
 跨河橋梁依計畫水位改善。

 以道路抬高進行村落安全

防護。 

 保留原規劃改善方案。 
 大規模之高淹水風險區域

設置調整池搭配新設抽水

站，以利用既有農田排水

改善收集導水為主，收集

系統若有不足則新設截流

溝或導水路。 
 小規模之高淹水風險區域

規劃移動式抽水機工作平

台。 

 保留原規劃改善方案(林
寶春排水計畫堤頂及其跨

河橋梁依本次修正修訂)。
 大規模之高淹水風險區域

設置調整池搭配新設抽水

站，以利用既有農田排水

改善收集導水為主，收集

系統若有不足則新設截流

溝或導水路。 
 小規模之高淹水風險區域

規劃移動式抽水機工作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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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後差異對照說明表(續) 
規劃

內容 
原規劃報告(98 年 4 月) 檢討報告(101 年 12 月) 本次修正(104 年 10 月) 

改善

工程 

 林和源排水路加高改善，平

均加高 1.0m。 
 林寶春排水路加高改善，平

均加高 1.5m。 
 林寶春排水出口閘門頂抬

高改建。 
 排水路跨河橋樑改建。 
 高程不足之道路抬高，改善

道路約長度 5,067m，平均

抬高 0.5m。 

 保留原規劃工程措施，優

先辦理。 
 林寶春排水路出口左岸設

置抽水站及調整池一座，

並增設截流溝導水。調整

池面積 0.8 公頃，抽水機

組需求 3.0cms。 
 林和源排水下游左岸設置

抽水站及調整池一座，調

整池面積 1.1 公頃，抽水

機組需求 3.5cms。 

 原規劃工程措施之林寶春

排水路加高改善，平均加

高 1.5m 調整為 0.5m(防洪

牆位置須配合調整以擴大

渠道蓄水空間)，餘原規劃

各項工程措施保留，並優

先辦理。 
 101 年 12 月檢討報告工程

措施維持不變。 

工程

經費 

 林和源排水改善 1.32 億元

 林寶春排水改善 1.37 億元

 林 寶 春 排 水 閘 門 改 建

 0.56 億元 
 村 落 防 護 ( 道 路 加 高 )

 1.15 億元 
以上合計 4.40 億元 

 原規劃 4.40 億元 
 林寶春抽水站及調整池

1.01 億元 
 林和源抽水站及調整池

0.46 億元 
新增工程小計 1.47 億元 
修正規劃合計 5.87 億元 

 原規劃 4.23 億元(其中林

寶春排水改善 1.37 億元

酌減為 1.20 億元) 
 林寶春抽水站及調整池

1.08 億元 
 林和源抽水站及調整池

0.55 億元 
修正規劃合計 5.86 億元 

淹水

面積 

 林和源集水區內改善前總

淹水面積約 336 公頃，計畫

改善後本計畫區(低窪地區)
仍易發生積水，易淹水面積

約 280 公頃，淹水深度多介

於 0.5~1.0 公尺。 

 針對原規劃改善後仍易發生淹水之區域計 280 公頃進行

改善，計畫排除 36.2 萬立方公尺之積水量，計畫實施後

有利於將積水控制於農田範圍，以農田蓄水深度 0.5 公

尺為原則，蓄水農田面積僅餘 227 公頃。 

效益 
 10 年設計水量住戶保全 
 積水時間平均 2 日 

 10 年設計水量住戶保全提高。 
 積水時間平均 1 日。 
 本計畫區防災能力提升後，區內受益戶數約 184 戶、人

口約 716 人，同時提高土地利用價值以及人民對政府解

決水患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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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緣由 

本府於 95 年底著手辦理「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

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工作，納入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

計畫，97 年初完成規劃報告期末審查，並送水利署報經濟部完成

核定程序。 

依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

水系統規劃」報告，林和源排水分區之治理規劃因本地區土地使

用強度不高，且易發生積水地區內並無聚居型聚落，現況多為農

田，因此未以高強度保護進行改善工程規劃。原規劃案建議林和

源及林寶春排水路依現況河寬進行培厚、加高，以提高通水能力，

並維持現況土地使用，期間零星散佈之住宅則以非工程方法保護，

補城村、武淵村為本排水分區下游低漥地區，於排水改善後仍具

淹水潛勢，故需進行村落防護，主要為發生積淹時道路交通維持，

減輕洪水災害。 

但依 98 年 10 月 18 日總統視察宜蘭地區冬山河水患災情，地

方咸認未規劃設置抽水站之方案無法有效減除水患，形成民意與

原規劃採低強度保護之理念相悖。故本府在綜合考量本計畫區域

水患頻仍，同時接納當地民意的反應及需要，重新以高強度保護

方式檢討林和源排水分區改善工程規劃，以提供未來排水改善工

作之依據。 

(二)計畫範圍 

林和源集水區面積 917 公頃，以林和源排水為主水道排入冬山

河，在距排入冬山河排水口上游約 230 公尺附近有林寶春排水匯

入，距排入冬山河排水口上游約 500 公尺處有南富四中排匯入，

距排入冬山河排水口上游約 1,600 公尺處有隆恩排水匯入，集水區

範圍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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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林和源集水區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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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計畫 

除了原核定之「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外，

與林和源集水區排水改善有關之研究計畫尚有民國 91 年本府完成

之「冬山河區域排水改善工程」及民國 94 年本府完成之「冬山河

河川環境整體規劃設計-第一階段」等，茲將其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1.「冬山河區域排水改善工程」 

規劃成果建議首先應於排水下游設置閘門以抵禦冬山河之

外水，其他在三奇橋至林和源四路橋間堤岸需配合整治。 

2.「冬山河河川環境整體規劃設計-第一階段」 

林和源排水分區之治理規劃因本地區土地使用強度不高，

且易發生積水地區內並無聚居型聚落，因此建議排水路維持現

況通水能力，並維持現況土地使用，期間零星散佈之住宅則以

非工程方法保護，減輕洪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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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林和源集水區災害概述及原因分析 

(一)災害概述及原因分析 

本區域已列入「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中辦理冬山河排水

系統治理規劃，原規劃報告係以冬山河排水系統整體規劃，分區

治理方式進行檢討，將冬山河排水系統依據排水特性劃分為 15 個

次集水分區，個別進行改善檢討，本林和源集水區則為冬山河排

水系統 15 個集水分區之ㄧ。 

林和源排水分區整體地形分布如圖二所示，計畫區內土地整體

高程僅約 EL0.0m~EL.4.0m，於 10 年重現期之設計降雨條件下，

淹水風險可分為二個區塊，其中高程 EL.2.0m 以下為高淹水風險

區，包括武淵、補城之低地地區；高程 EL2.0m~EL.4.0m 為中風險

地區，包括珍珠社區、埔城村、香和村等地區；高程 EL4.0m 以上

為低風險區，包括香和村、南興村、東城村等地區。 

依原規劃整合區域內歷次淹水紀錄，計畫區易發生淹水範圍如

圖三所示。其中林和源排水與林寶春排水管理範圍大部分座落於

EL2.0m 以下之高積水風險區域內，顯示排水路之重力自然排水功

能不佳，堤岸高程亦有不足。復以林寶春排水水路淤積且蜿蜒曲

折會影響排水機能，依據以往規劃報告亦顯示該區容易淹水。 

依據現場調查結果，易發生淹水範圍內之散居住戶分布如圖四

所示，其中散居住戶多為 1~3 戶不等，較集中之住戶則多為 3~10

戶估計居住人口約 716 人。 
住戶類型 處 戶數 人數 
3 戶以下 27 54 216 

3 戶以上 25 125 500 

合計 53 184 716 
 3 戶以下，以平均每處為 2 戶，每戶平均 4 人估算。 
 3 戶以上，以平均每處為 5 戶，每戶平均 4 人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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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規劃報告針對本區規劃四項改善工程，包括 1.林和源排水改

善工程 2.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3.林寶春防潮閘門改建工程 4.村落

防護工程，其中林寶春防潮閘門已於原址上游側改建完成，林和

源排水改善工程內容為護岸加高為背水堤，本府已辦理排水出口

至里程約2K+350處，2K+350至成興路(宜30鄉道)渠段尚待改善，

林寶春排水改善及村落防護工程尚待辦理。 

然近年來因水文事件變異，侵襲本區域之颱風豪雨頻率增加，

致使本區域水患頻傳。以最近期之 101 年 8 月蘇拉颱風為例，於

本集水區即降下略大於原規劃案設計降雨量，依水利署雨量站(冬

山站)降雨量紀錄顯示，蘇拉颱風期間 24小時最大降雨量為 446mm，

約與本集水區 10 年重現期一日降雨量 444mm 相當，故亦曾發生

林和源排水受冬山河水位頂托致使水量於里程 2K+350 處(宜東路

以南，屬林和源排水上游未改善渠段)產生水量溢出之現象，其原

因及對策如下： 

1、 該處屬林和源排水上游未改善渠段，只要參照原規劃案完

成林和源排水改善，則林和源排水於 10 年重現期降雨量

下無水量溢淹問題。 

2、 該處西側有農田排水匯入林和源排水，因農田排水保護標

準低，故有林和源排水水位頂拖之問題。為提升該區域整

體保護標準，擬於農田排水出口設置閘門，於林和源排水

水位超過農田排水堤頂高度時關閉閘門防止水量倒灌。出

口閘門已列入於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中，未來需與農田水

利會商議改善工程時程。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報告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圖二 林和源排水分區現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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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林和源排水分區淹水紀錄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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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高淹水風險區住戶分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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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降雨量分析 

1.平均雨量 

計畫區域鄰近之雨量站分布如圖五所示，其中僅水利署新寮

(1)、冬山及新北城為自記雨量站，且此三站在冬山河排水內，位

置分布尚屬均勻，且觀測時間年限超過 30 年，故採用前述雨量

站資料作為冬山河排水集水區水文分析之降雨量分析之用。 

利用上述各水利署所屬雨量站之降雨量進行徐昇氏法之平

均雨量推求，結果如圖五所示。權重部份以冬山站佔 43%，新

寮(1)站佔 33%，新北成佔 24%，平均年雨量接近 3,500 公釐。

從年雨量各月的月雨量時間分佈可知，本區域的雨量主要集中在

每年五月至十一月間，此期間的累積雨量約佔全年雨量的 73%

左右，其中又以九月至十一月降雨量最高，而此時段也大多為颱

風期間，故常是計畫區域經常發生水患的時段。 

 
單位:mm 

站名 冬山站 新北城站 新寮(1)站
流域

平均
權重 

0.43 0.33 0.24 
月份 

1 217.6 163.8 258.8 209.7 

2 206.2 165.1 229.2 198.2 

3 136.0 110.7 162.2 134.0 

4 121.9 107.5 149.8 123.8 

5 227.4 192.6 293.3 231.7 

6 233.2 205.0 271.0 232.9 

7 141.3 130.3 195.5 150.7 

8 211.1 205.6 270.5 223.5 

9 531.3 497.5 664.0 552.0 

10 667.3 505.5 875.0 663.8 

11 522.1 375.1 601.6 492.7 

12 301.9 212.0 331.3 279.3 

總計 3517.3 2870.8 4302.2 3492.4 

資料統計：民國 48 年至民國 95 年。 

 

圖五 冬山河排水集水區雨量站位置及平均雨量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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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頻率分析 

依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

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分析，冬山河排水集水區域之最大一日暴

雨各重現期降雨量如表一所示，10 年重現期之最大一日總降雨

量為 444.5mm。 

表一 冬山河排水集水區一日降雨量頻率分析表 
單位:mm 

站別\重現期(年) 2 5 10 20 25 50 100 

新寮(1) 357.1 515.3 622.2 725.8 758.9 861.6 965.0

新北城 214.1 312.4 385.2 460.9 486.1 567.8 655.1

冬山 272.4 371.3 441.3 512.0 535.2 609.0 686.3

集水區平均 261.1 368.3 444.5 521.5 546.8 627.2 711.3

3.雨型分析 

依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

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分析，採用 Horner 公式法(亦即交替區塊

法)分析冬山河排水集水區域一日降雨量雨型分配如圖六所

示。 

 

圖六 冬山河排水集水區一日降雨時間分配圖 

(三)設計排水量分析 

依據「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

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分析，綜合評估後以三角歷線法做為計畫排

水量推估之方法，本集水區一日暴雨下排水出口之 10 年及 2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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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期洪峰流量分配示意圖如圖七所示。 

 

圖七 林和源集水區10年重現期洪峰流量分配示意圖 

三、新修正方案檢討 

(一)保護標準及改善原則 

1.保護標準 

本排水分區之主要排水路林和源排水及林寶春排水皆為區

域排水，因此保護標準以 10 年重現期設計降雨住戶保全為原

則。 

2.改善原則 

依現況淹水分析及 10 年重現期降雨下之淹水潛勢模擬結果

顯示，林和源排水分區之保護標準可區分為高風險區與中風險區

等二區，為達 10 年重現期之保護標準，可採用之手段則分述如

下： 

(1)高風險區 

  工程手段：設置抽水站、排水路改善、閘門改善、道路墊高

及保全重點圍堤。 

非工程手段：疏散路線與避難中心規劃。 

(2)中風險區 

工程手段：道路墊高、水路改善、瓶頸改善。 

林
和
源

A=498
L=3.32

林寶春

A=270
L=3.51 隆恩

A=201
L=3.04

85
(106)

南富四中排

A=100
L=2.58

25
(31)

9
(12)

19
(23)

註：(25年重現期流量)
A為集水面積(公頃)
L為主河道長(Km)
5K+952為冬山河排水斷面位置

冬山河主流

5K+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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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程手段：疏散路線與避難中心規劃。 

(二)原規劃方案內容 

1.工程措施 

林和源排水區主要排水路必須予以加高，同時利用現有排水

出口周邊之農田作為自然蓄洪空間，以排除或分配區域水量，經

水理反覆檢算，其規劃工程措施如表二所示。 

表二 原規劃方案工程內容及進度 
項

次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改善進度 

1 
林和源排水

改善工程 

林和源排水路改善長度共

2,860m，斷面里程 0K+500~ 
3K+350 進行堤岸加高、培

厚，平均加高 1.0m。(橋梁配

合改善) 

已分段完成0K+500至
約 2K+350 堤岸加高，

2K+350~3K+350 未完

成。 

2 
林寶春排水

改善工程 

改善長度共 2,700m，斷面里

程 0K+100~2K+800 堤岸進行

加高、培厚，平均加高 1.5m。

(橋梁配合改善) 

未完成 

3 
林寶春防潮

閘門改建工

程 

林寶春排水出口閘門改善一

座，高 4.0m，寬 25m。 
已於閘門原址上游側

改建完成 

4 
村落防護工

程 
道路交通維持，改善道路約長

度 5,067m，平均抬高 0.5m。
未完成 

 

2.非工程措施 

本計畫地區為易發生水患地區，且易淹水範圍內有主要保護

對象住戶，因此非工程措施規劃應宣導鼓勵民眾透過提高建物高

程、設置檔水閘板以提高自身耐淹能力。同時在避災疏散部份，

規劃以宜 25、宜 30、宜 30-3 為本區之水患避災疏散道路，並以

冬山國中及東興國小為避難中心，詳圖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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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計畫區疏散路線及避難中心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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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討修正方案 

1.增設工程理由 

原規劃方案係將上游之相對高地(可重力排水區)洪水量匯集

於區域排水後重力排出，並利用現有排水出口周邊之農田作為自

然蓄洪空間，將下游低窪地區內水蓄留於土地使用強度較低之地

區，並配合鼓勵民眾土地墊高、設置擋水閘門及聯外道路加高等

村落防護方式達到 10 年洪水防、減災之低強度保護效果，待冬

山河主流洪水位下降後，原蓄留之區域內水量以重力排除，區內

水量蓄留時間約需 24~48 小時。 

惟本府考量本區水患日益加劇，且歷經 98 年水患，地方強

烈表示本區亦有提高保護強度之需要，故重新以加速 10 年重現

期設計水量 1 日排除為原則進行改善方案之檢討。 

因本區域社經活動並不高，其保全對象為散居住戶，故未來

宜針對其道路聯外安全，及住戶防護加強，為本區域首要工作之

ㄧ，本區域為低地區，其有效之治水策略除機械抽排以外，尚需

考量以調整池蓄水方式降低淹水損失。 

經綜合評估後，顯示整體改善工程除原規劃治理工程以外，

為加速低窪地區內水排除，尚需新設調整池並新增機械式抽排裝

置，包括大型抽水站及移動式抽水機等。同時，增設抽水機組後，

依原規劃報告之檢討，假設冬山河二側次集水分區(含林和源集

水區)水量皆進入冬山河，則冬山河仍可通過 10年重現期之洪水，

因此本修訂案並不影響冬山河之防洪標準。 

2.計算排除水量 

(1)收集系統 

本集水區之高淹水風險區域依排水路流向可切割為三個收

集系統，其中及林和源排水系統為各自獨立，二者中間區域則以

南富四中排(農田排水)為主要收集系統，區域內其他小排由南至

北匯入南富四中排，南富四中排最後則匯入林和源排水，並設置

閘門控制。林寶春排水左岸以既有農田排水為內水收集，由西至

東匯入林寶春排水，詳圖九。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報告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因此，為有效排除低窪地區之內水，本案機械抽排裝置及調

整池佈置須依前述三個收集系統特性個別進行規劃。 

 

 

圖九 高淹水風險區收集系統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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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排除水量推算 

目前林和源排水本府已依原規劃改善方案持續辦理堤岸加

高工程，工程完成後在保護標準（10 年重現期一日暴雨）林和

源排水已無外水溢淹至下游低地之問題，工程完成後尚有 280 公

頃易淹水地區，其積水量於自然排水條件可於二日內排除。 

本檢討修正案係針對高淹水風險區域而言，計畫目標為該地

區於一日設計降雨條件所產出之水量能在一日內排除，此水量即

本次增設工程之計畫排除水量。計算方式如下： 

A. 排除水量僅計算當發生設計降雨時下游低地產生之內水

量，亦即發生計畫區域 10 年重現期之最大一日總降雨量

444.5mm(詳表一)時，於高淹水風險地區，稱為計畫排除

面積，扣除自然入滲、農田蓄水後產生之逕流量，此逕

流量視為本檢討修正案須排除之內水水量，稱為計畫排

除水量。 

B. 計畫排除面積：於林寶春排水約以二堵路為界，南富四

中排、林寶春及林和源排水中間區域約以協松路為界，

其上游集水區以道路作為分水嶺，積水可儲存於區內部

而不溢流至下游。道路以下及流面積為計畫排除面積即

為本次計畫排除之內水區域，參圖十。 

C. 計畫排除水量：為總降水深度扣除建築物或農田截留及

地表入滲後之地表逕流，其比例可用逕流係數C來代表。

考慮計畫區域屬平地河川，且周遭地貌多為平坦耕地，

於辦理積水排除上易產生集流不易之現象，因此計畫區

域逕流係數 C 遂參照表三中平地河川及平坦耕地建議，

採用最小流出量估計，逕流係數設定為 0.45。該值與原

規劃案淹水模擬所呈現結果相近。 

依前述參說明，計畫排除面積、計畫排除水量如表四所示，

計畫排除面積總計 181 公頃，計畫排除水量總計 36.2 萬立方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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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種類型土地型態之逕流係數C值對照表 
(1)「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集水區狀況 陡峻山地 山嶺區 丘陵地或
森林地 平坦耕地 非農業 

使用 

無開發整地區 0.75~0.90 0.70~0.80 0.50~0.75 0.45~0.60 0.75~0.95

開發整地區整
地後 0.95 0.90 0.90 0.85 0.95~1.00

(2)「公路排水設計規範」 

土地情形 C  值 土地情形 C  值 

山區河川 0.75~0.85 平坦耕地 0.45~0.60 

平地河川 0.45~0.75 水田及水塘 0.70~0.80 

山區平地各半流域 0.50~0.75 市街區（建築面積＞60％） 0.50~0.90 

險峻山坡地 0.75~0.90 住宅區 0.35~0.65 

平緩山坡地 0.60~0.80 村落（建築面積＜30％） 0.30~0.50 

覆蓋平原丘陵地 0.40~0.70 工業區 0.50~0.80 

平地丘陵 0.35~0.60 公園、運動場 0.30~0.65 

草原區 0.20~0.60 不透水鋪面 0.85~0.95 

 

表四 計畫排除水量推算表 

主要集流系統 

集流 
總面積 

計畫區位 
計畫排除

水量 

(公頃) 區位

易淹水

面積 
(公頃) 

道路加高減

低下游逕流

之蓄洪面積

(公頃) 

計畫排

除面積 
(公頃) 

(萬立方公

尺) 

林寶春排水 270 A 110 40 70 14.0 

南富四中排 100 B 100 41.5 58.5 11.7 

除南富四中排以外之

林寶春及林和源排水

中間區域 
65 C 50 17.5 32.5 6.5 

林和源排水 482 D 20 0 20.0 4.0 

總計 917   280 99 181 36.2 

說明：1.依據合理化公式，計畫排除水量=逕流係數(C=0.45)×設計降雨(I=444mm)×

計畫排除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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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計畫排除內水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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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方案規劃 

本計畫區域為集水區最下游端之低窪地區，其有效之治水策

略為利用機械抽排裝置進行內水排除，並配合本區域集流時間規

劃適當規模之抽水站調整池以減輕抽水量。 

當調整池可蓄留水量越大時，則所需機械抽排之量體可適度

降低；反之則需抽水量體隨之增加。因此工程方案檢討方式為首

先將各區域計畫排除內水量依圖六設計雨型分配，抽水能力以每

0.5cms 為級距遞增，逐步試算各區位抽水量體與調整池所需蓄水

體積，當入流量超過抽水能力後之剩餘逕流量視為調整池所需蓄

水體積，水理演算方式示如下圖： 

 

 

各區位劃分為：A 區域(林寶春排水左岸)積水問題須單獨處

理；B區域及C區域皆以南富四中排為主集流系統，可合併處理；

D 區域(林和源排水下游右岸)因計畫排除水量較小，故以規劃抽

水機平台搭配移動式抽水機之方式較適宜。 

試算各區位抽水量體與調整池所需蓄水體積之關係圖作為

後續規劃增設工程內容之依據，並檢算集水系統集流時間及地下

水回滲量以確保抽水站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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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原則，檢算各區位於不同抽水量體下，每小時抽水歷

程中所需最大調整池體積如表五所示，並由表五資料繪製抽水量

體與調整池蓄水體積關係圖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 抽水量與調整池關係曲線圖 

0.3 0.5 0.7 0.8 1.0 1.2 1.6 2.0 
2.6 

3.6 

5.6 

9.7 

14.0 

1.0 1.2 1.4 1.6 2.0 2.3 
2.9 

3.6 
4.6 

6.3 

9.6 

13.9 

18.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滯
洪

池
(含

調
整

池
)體

積
(萬

方
)

抽水量(cms)

A區域

B+C區域



 

 
 

26 
 

 

 

表五 不同抽水量所需調整池體積估算表 
A 區域(林寶春排水左岸) 

 
 
 
 

時間（

終止

時）

降雨量

雨型分

配比例

降雨量
累積降

雨量

各時間

平均逕

流量

各時間

逕流體

積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抽水量

調整池

容量

6 5.5 5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小時 mm.hr cms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cms 萬方 cms 萬方

1 2.19% 9.73 9.73 0.59 0.31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00 0.18 0.13 0 0.31

2 2.30% 10.22 19.96 0.63 0.32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00 0.18 0.27 0 0.63

3 2.42% 10.76 30.71 0.68 0.34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00 0.18 0.43 0 0.97

4 2.56% 11.38 42.09 0.73 0.36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00 0.18 0.61 0 1.33

5 2.74% 12.18 54.27 0.80 0.38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02 0.18 0.81 0 1.71

6 2.95% 13.11 67.39 0.88 0.41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08 0.18 1.04 0 2.12

7 3.22% 14.31 81.70 0.99 0.45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17 0.18 1.31 0 2.57

8 3.60% 16.00 97.70 1.14 0.5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31 0.18 1.64 0 3.08

9 4.13% 18.36 116.06 1.34 0.58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4 0.36 0.53 0.18 2.04 0 3.66

10 5.01% 22.27 138.33 1.69 0.7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20 0.36 0.87 0.18 2.56 0 4.36

11 6.88% 30.58 168.91 2.41 0.96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6 0.72 0.24 0.54 0.62 0.36 1.47 0.18 3.34 0 5.32

12 17.56% 78.05 246.96 12.40 2.46 2.16 0.30 1.98 0.48 1.8 0.66 1.62 0.84 1.44 1.02 1.26 1.20 1.08 1.38 0.9 1.62 0.72 1.98 0.54 2.54 0.36 3.57 0.18 5.62 0 7.78

13 9.14% 40.63 287.59 6.22 1.28 2.16 0.00 1.98 0.00 1.8 0.14 1.62 0.50 1.44 0.86 1.26 1.22 1.08 1.58 0.9 2.00 0.72 2.54 0.54 3.28 0.36 4.49 0.18 6.72 0 9.06

14 5.73% 25.47 313.06 3.71 0.8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22 1.26 0.76 1.08 1.30 0.9 1.90 0.72 2.62 0.54 3.54 0.36 4.94 0.18 7.34 0 9.86

15 4.51% 20.05 333.11 2.82 0.63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13 1.08 0.85 0.9 1.64 0.72 2.54 0.54 3.64 0.36 5.21 0.18 7.79 0 10.49

16 3.84% 17.07 350.18 2.33 0.54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31 0.9 1.27 0.72 2.35 0.54 3.63 0.36 5.38 0.18 8.15 0 11.03

17 3.39% 15.07 365.25 1.99 0.47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85 0.72 2.11 0.54 3.57 0.36 5.50 0.18 8.45 0 11.51

18 3.08% 13.69 378.94 1.77 0.43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38 0.72 1.82 0.54 3.46 0.36 5.57 0.18 8.70 0 11.94

19 2.84% 12.62 391.56 1.59 0.4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1.50 0.54 3.32 0.36 5.61 0.18 8.91 0 12.33

20 2.65% 11.78 403.34 1.45 0.37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1.15 0.54 3.15 0.36 5.62 0.18 9.11 0 12.71

21 2.49% 11.07 414.41 1.33 0.35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78 0.54 2.96 0.36 5.61 0.18 9.27 0 13.05

22 2.36% 10.49 424.90 1.24 0.33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39 0.54 2.75 0.36 5.58 0.18 9.42 0 13.38

23 2.25% 10.00 434.90 1.16 0.32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2.52 0.36 5.53 0.18 9.56 0 13.70

24 2.15% 9.56 444.46 1.08 0.3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2.28 0.36 5.47 0.18 9.68 0 14.00

小計 99.99% 444.46 14.00 51.84 47.52 43.20 38.88 34.56 30.24 25.92 21.60 17.28 12.96 8.64 4.32 0.00

最大值 12.40 0.30 0.48 0.66 0.84 1.02 1.22 1.58 2.00 2.62 3.64 5.62 9.68 14.00

方案11 方案12方案4方案3 方案6方案5方案1 方案2 方案13方案7 方案8 方案9 方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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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區域(林寶春排水及林和源排水中間區域) 

 

降雨量 降雨量 累積降 各時間 各時間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抽水量 調整池

6 5.5 5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mm.hr cms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萬方

2.19% 9.73 9.73 0.77 0.4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04 0.18 0.22 0 0.40

2.30% 10.22 19.96 0.82 0.42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10 0.18 0.46 0 0.82

2.42% 10.76 30.71 0.88 0.44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18 0.18 0.72 0 1.26

2.56% 11.38 42.09 0.95 0.47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28 0.18 1.00 0 1.72

2.74% 12.18 54.27 1.04 0.5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42 0.18 1.32 0 2.22

2.95% 13.11 67.39 1.15 0.54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0 0.36 0.60 0.18 1.68 0 2.76

3.22% 14.31 81.70 1.29 0.59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05 0.36 0.83 0.18 2.09 0 3.35

3.60% 16.00 97.70 1.48 0.66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0 0.54 0.16 0.36 1.12 0.18 2.56 0 4.00

4.13% 18.36 116.06 1.75 0.75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0.03 0.54 0.37 0.36 1.51 0.18 3.13 0 4.75

5.01% 22.27 138.33 2.19 0.91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1 0.72 0.22 0.54 0.75 0.36 2.06 0.18 3.86 0 5.66

6.88% 30.58 168.91 3.14 1.25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17 0.9 0.36 0.72 0.76 0.54 1.46 0.36 2.96 0.18 4.94 0 6.92

17.56% 78.05 246.96 16.13 3.20 2.16 1.04 1.98 1.22 1.8 1.40 1.62 1.58 1.44 1.76 1.26 1.94 1.08 2.29 0.9 2.66 0.72 3.23 0.54 4.11 0.36 5.79 0.18 7.95 0 10.11

9.14% 40.63 287.59 8.08 1.66 2.16 0.54 1.98 0.90 1.8 1.26 1.62 1.62 1.44 1.98 1.26 2.34 1.08 2.87 0.9 3.42 0.72 4.18 0.54 5.24 0.36 7.10 0.18 9.44 0 11.78

5.73% 25.47 313.06 4.83 1.04 2.16 0.00 1.98 0.00 1.8 0.50 1.62 1.04 1.44 1.58 1.26 2.12 1.08 2.84 0.9 3.57 0.72 4.50 0.54 5.74 0.36 7.78 0.18 10.30 0 12.82

4.51% 20.05 333.11 3.66 0.82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24 1.44 0.96 1.26 1.68 1.08 2.58 0.9 3.49 0.72 4.60 0.54 6.02 0.36 8.24 0.18 10.94 0 13.64

3.84% 17.07 350.18 3.02 0.70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22 1.26 1.12 1.08 2.20 0.9 3.29 0.72 4.58 0.54 6.18 0.36 8.58 0.18 11.46 0 14.34

3.39% 15.07 365.25 2.59 0.62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48 1.08 1.73 0.9 3.00 0.72 4.48 0.54 6.26 0.36 8.84 0.18 11.90 0 14.96

3.08% 13.69 378.94 2.30 0.56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1.21 0.9 2.66 0.72 4.32 0.54 6.28 0.36 9.04 0.18 12.28 0 15.52

2.84% 12.62 391.56 2.07 0.52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65 0.9 2.28 0.72 4.11 0.54 6.25 0.36 9.19 0.18 12.61 0 16.03

2.65% 11.78 403.34 1.89 0.48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5 0.9 1.86 0.72 3.88 0.54 6.20 0.36 9.32 0.18 12.92 0 16.52

2.49% 11.07 414.41 1.73 0.45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1.42 0.72 3.61 0.54 6.11 0.36 9.41 0.18 13.19 0 16.97

2.36% 10.49 424.90 1.61 0.43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95 0.72 3.32 0.54 6.00 0.36 9.48 0.18 13.44 0 17.40

2.25% 10.00 434.90 1.50 0.41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46 0.72 3.01 0.54 5.87 0.36 9.53 0.18 13.67 0 17.81

2.15% 9.56 444.46 1.41 0.39 2.16 0.00 1.98 0.00 1.8 0.00 1.62 0.00 1.44 0.00 1.26 0.00 1.08 0.00 0.9 0.00 0.72 2.68 0.54 5.72 0.36 9.56 0.18 13.88 0 18.20

99.99% 444.46 18.20 51.84 47.52 43.20 38.88 34.56 30.24 25.92 21.60 17.28 12.96 8.64 4.32 0.00

16.13 1.04 1.22 1.40 1.62 1.98 2.34 2.87 3.57 4.60 6.28 9.56 13.88 18.20

方案5 方案6 方案7方案1 方案2 方案8 方案13方案3 方案4 方案9 方案10 方案11 方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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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設工程內容 

依圖十抽水量與調整池體積關係，規劃各區域增設工程內容

如表五所示，並分述如下： 

(1)A 區域 (林寶春排水左岸) 

本區域計畫排除水量為 14 萬立方公尺，依圖十抽水量與調

整池蓄水體積關係可知，以盡量減少用地面積為目標，顯示於

抽水量 3.0cms 搭配有效體積 1.6 萬立方公尺之調整池效益較佳，

超過 3.0cms 抽水量所提昇效益有限，故以此為建議選擇方案。 

本區域現況為利用農田排水進行內水集流，既有農排系統

通水能力檢覈如表四，其中南側溝為單獨匯入冬山河，其他農

排則分別匯入林寶春排水。依表六檢核，既有南側溝通水能力

可通過規劃抽水量 3.0cms 之需求，惟除南側溝可直接匯入調整

池外，其他農排與林寶春排水匯流處須另設置南北向截流溝將

水量導入調整池。 

因本區規劃主要收集水路為既有農排南側溝及新設之截流

溝，本區規劃抽水量為 3.0cms，扣除南側溝通水量 1.54cms後(詳

表六)，新設截流溝至少須滿足 1.46cms 之通水量。應用曼寧公

式檢核截流溝所需尺寸如下表，得斷面需求為 2.5m×1.2m。水

路長度約需 900 公尺，可利用既有道路下以箱涵型式設置。 

 

(實際通水斷面以八成水深估計) 

集流時間與抽水站運轉操作部分，若於調整池滿水時啟動

抽水，則調整池蓄水量可初步維持約 88 分鐘持續抽水。而本區

規劃以南側溝及新設截流溝為主要集流系統，依據 kirpich 公式

估算其集流時間約分別為 61 分鐘及 52 分鐘（詳表六），尚可

長 2.5

寬 1.2

n= 0.02

s= 0.0005

A= 3

R= 0.41

V= 0.61

Q=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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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抽水站集流及運轉需求。 

依上述方案比較及集流系統檢核成果，規劃於林寶春排水

出口左岸設置有效體積 1.6 萬立方公尺之調整池及 3.0cms 抽水

站一座，配合現有農田排水進行集流，並新設一條南北向之截

流水路，以蓄留並排除低地水量。其中調整池計畫開挖深度為

3.0 公尺，設定有效體積約為總體積 70%，則調整池所需面積

約為 0.8 公頃，增設工程彙整如表七。 

地下水回滲量部分，應用達西公式(Darcy’s law)Q=K×I×A

檢算，傳導係數採水利署利澤(1)站(第 1 層)資料 K 值=2.1×

10-4m/s、梯度 I=0.1、透水面積 A=1,600m2，檢算得地下水回滲

量約 0.03cms，相對於設計抽水量 3.0cms 影響不大。 

 

(2)B+C 區域 (林寶春排水及林和源排水中間區域) 

本區域計畫排除水量為 18.2 萬立方公尺，依圖十抽水量與

調整池蓄水體積關係可知，以盡量減少用地面積為目標，顯示

於抽水量 3.5cms 搭配有效體積 2.3 萬立方公尺之調整池效益較

佳，為建議選擇方案。 

本區域現況主要利用南富四中排進行內水集流，既有農排

系統通水能力檢覈如表六。依表四檢核，南富四中排及其他下

游農排通水能力可滿足本區規劃抽水量 3.5cms 之需求，且既有

農排流向可將水量直接匯入下游調整池。 

集流時間與抽水站運轉操作部分，若於調整池滿水時啟動

抽水，則調整池蓄水量可初步維持約 110 分鐘持續抽水。而本

區規劃以南富四中排為主要集流系統，依據 kirpich 公式估算其

集流時間約為 78 分鐘（詳表七），尚可滿足抽水站集流及運轉

需求。 

依上述方案比較成果，規劃於林和源排水左岸及林寶春右

岸區域設置有效體積 2.3 萬立方公尺之調整池及 3.5cms 抽水站

一座，配合並利用現有農田排水進行集流，以蓄留並排除低地

水量。其中調整池計畫開挖深度為 3.0 公尺，設定有效體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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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總體積 70%，則調整池所需面積約為 1.1 公頃，增設工程彙

整如表七。 

地下水回滲量部分，應用達西公式(Darcy’s law)Q=K×I×A

檢算，傳導係數採水利署利澤(1)站(第 1 層)資料 K 值=2.1×

10-4m/s、梯度 I=0.1、透水面積 A=2,700m2，檢算得地下水回滲

量約 0.05cms，相對於設計抽水量 3.5cms 影響不大。 

 

(3)D 區域(林和源排水右岸) 

本區域計畫排除水量為 4 萬立方公尺一日排除，換算為抽水

量約為 0.5cms，因計畫抽水量不大，且接近冬山河主流堤頂道路，

可與其聯通做為進駐道路，故建議以設置抽水機平台搭配移動式

抽水機方式進行機械抽排，以目前移動式抽水機型式而言，可佈

設 0.3cms 機組二組，增設工程彙整如表八。 

上述增設工程內容之平面佈置位置如圖十二所示，共計增設

抽水站二座及調整池二處、增設一條截流溝、移動式抽水機操作

平台一處，其中調整池與抽水站用地應合併規劃，另移動式抽水

機平台及機組則不列入增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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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下游收集系統檢核表 

區位 
 

收集系統 
匯入排

水路 
型式

設施斷面 
通水

能力 
(cms) 

檢覈 
頂寬

(m) 
底寬

(m)
深度

(m)

A 

南側溝 冬山河 梯形 3 2.6 1.1 1.54  本區規劃抽水

量 3.0cms 
，既有農排可滿

足集流需求。 
除南側溝可直

接匯入調整池

外，其他農排須

另設置南北向

截流溝將水量

導入調整池。 

南富 10 中排 林寶春 梯形 3 1.65 2.2 2.56  

南富 10-1 小排 林寶春 矩形 1 1 1.5 0.75  

南富 10-2 小排 林寶春 矩形 1 1 1.5 0.75  

南富 10-3 小排 林寶春 矩形 1 1 1.5 0.75  

南富 10-4 小排 林寶春 矩形 1.5 1.5 1.5 1.13  

 分區合計      7.47  

B+C 
  

南富四中排 林和源 矩形 8~18 8~18 2.2 8.80  本區規劃抽水

量 3.5cms 
，既有農排可滿

足集流需求。 
本區農排皆為

南北流向，可直

接將水量匯入

下游調整池。 

南富 9-1 小排 林和源 矩形 1 1 0.7 0.35  

南富 9-2 小排 林和源 梯形 2.7 0.5 0.6 0.48  

南富 9-4 小排 林和源 梯形 4.1 1.5 1.4 1.96  

 分區合計      11.59 

說明：本區域平均渠道坡度約 1/1,000，檢算平均流速約 0.5~1.0 m/s ，通水能力採用流速 0.5 m/s 
保守估計。 

 

表七 集流時間估算表 

區位 
 

主要集流水路 
流路長度 

(公里) 
平均坡降 

集流時間 
(分鐘) 

A 
南側溝 1.1 0.001 61 

新設截流溝 0.9 0.001 52 

B+C 南富四中排 1.5 0.001 78 

說明：集流時間依據 kirpich 公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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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增設工程內容彙整表 

計畫

排除

內水

區位 

計畫排除

水量 
(萬立方

公尺) 

增設工程 

計畫排

入水路 
佈設區位

調整池 

抽水

機組

容量

(cms)

集流 
水路 

蓄洪

量

(萬
立方

公

尺) 

面積

(公
頃) 

A 14.0 1.6 0.8 3.0 

斷面

2.5m×1.2m
 

長度 
900m 

冬山河 

林 寶 春 排

水 下 游 出

口 左 岸 及

冬 山 河 右

岸之間 (現
為 私 有

地，有散落

民宅) 

B+C B+C=18.2 2.3 1.1 3.5 - 
林和源

排水 

林 寶 春 排

水 右 岸 及

林 和 源 排

水 左 岸 之

匯 流 區 域

(現為私有

地，有散落

民宅) 

D 4.0 - - 0.5 - 冬山河 

林 和 源 排

水 匯 入 冬

山 河 之 右

岸 堤 頂 設

置 抽 水 機

平台，佈設

0.3cms 移

動 式 抽 水

機組二組。

總計 36.2 3.9 1.9 7.0    
說明：調整池面積依所需蓄洪量，以開挖深度 3.0 公尺(本區地下水位約為地面

下 1.0 公尺)，並假設有效體積約為總體積 70%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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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林和源集水區增設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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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工程經費 

1.工程費 

本計畫增設工程內容包括林寶春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一座

(A 區域)、林和源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一座(B+C 區域)，工程經

費明細如表九所示，總工程經費約 1.63 億元。其中抽水站工程

費以 1,250 萬/cms 估算；調整池工程費以 1,000 萬元/ha 估算，林

寶春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含截流溝)工程費約需 1 億 850 萬元，

林和源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工程費約需 5,475 萬元。 

表九 林和源集水區增設工程經費明細表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工程費 
(萬元) 

預估工期 
(月) 

林寶春排水 
抽水站及調整池

工程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抽水站 
(抽水規模 3.0cms) 

3,750 18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調整池 
(面積 0.8ha，深度 3.0m) 

800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截流溝 
(斷面 2.5m×1.2m；長度 900m) 

6,300  

小計 10,850  

林和源排水 
抽水站及調整池

工程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

匯流處新設抽水站 
(抽水規模 3.5cms) 

4,375 18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

匯流處新設調整池 
(面積 1.1ha，深度 3.0m) 

1,100  

小計 5,475  
合計  16,325  
備註 本增設工程預估工期為 18 個月 

2.維護管理費 

本工程之維護管理主要包括二座抽水機及其控制閘門，評估

每座抽水站可配置 2 名操作管理人員，平時以每日 1 人輪值管理

與維護為主，汛期時則 2 名操作人員以三班輪班制。加計管理與

操作電費、汛期油料費用及機組維護費用（不含機組重大損傷修

復），平均每月約需 16 萬元，每年所需經費約 19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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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報單位及相關工程 

1. 提報單位：宜蘭縣政府。 

2. 類別：區域排水。 

3. 工程名稱：林和源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林寶春排水抽水站

及調整池。 

4. 地點：宜蘭縣冬山鄉。 

5. 辦理原因：每逢豪雨，冬山河主流水位高漲，林和源排水及

林寶春排水之區域內水無法排除，以致補城村、武淵村及其

周邊聚落積水無法順利排除，造成區域內民宅及農田淹水災

情嚴重，98 年 10 月暴雨更發生歷史最大規模水患，計畫配

合原規劃報告提列之區域排水路改善及村落防護措施，辦理

林和源及林寶春排水之抽水站與調整池設置，以減輕村莊淹

水情形，及改善區域環境，同時強化區域水患的管理。 

(六)用地取得情形 

1. 林寶春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工程 

本項工程包含(1)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抽水站、(2) 林寶春

排水左岸新設調整池、(3)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截流溝等三工

項，其中(1)、(2)工項用地需集中規劃，預定用地範圍位於冬山

鄉南富段，大部份屬私有地，抽水站概估需 0.1 公頃土地，調

整池約需 0.8 公頃土地，合計用地約需 0.9 公頃，購地費按內政

部公告現值每公頃 1,800 萬元估計，需購地費約 1,620 萬元。 

另第(3)工項之截流溝預定設置於既有道路(三堵路)下，採

道路下箱函型式設置，屬於公有地範圍，無用地徵收問題。 

2. 林和源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工程 

本項工程包含(1)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匯流處新

設抽水站、(2)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匯流處新設調整

池等二工項，用地需集中規劃。預定用地範圍位於冬山鄉南富

段，大部份屬私有地，抽水站概估約需 0.1 公頃土地，調整池

約需 1.1 公頃土地，合計用地約需 1.2 公頃，購地費按內政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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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現值每公頃 1,800 萬元估計，需購地費約 2,160 萬元。 

3. 林和源排水右岸抽水機平台新建工程：本處可利用林和源排

水與冬山河主流銜接處之右岸公有地，無購地問題。 

(七)現地情況 

本集水區內重要區位之現況照片如圖十三所示。目前林寶春

排水閘門已依原規劃報告於原址上游側改建完成，林和源排水部

分河游段亦正辦理護岸加高工程。林寶春排水、林和源排水抽水

站及調整池工程預定位置現況皆為閒置農地，移動式抽水機規劃

位置為公有地，現地有耕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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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寶春、林和源排水匯流口(下游銜接冬山河) 林寶春排水下游(護岸高度不足、崩壞) 

林寶春排水閘門(已於原址上游側改建) 林寶春抽水站規劃位置(現為閒置農地) 

林寶春排水右岸接近閘門之堤頂道路(寬約 4m) 南富四中排現況(寬約 8~18m) 

林和源抽水站規劃位置(現為閒置農地) 林和源排水右岸接近冬山河處-移動式抽水機規

劃位置(現為耕作農地) 

圖十三 林和源集水區重要區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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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擬辦對策說明 

1.災害概述及原因分析 

(1) 災害概述 

林和源排水下游之補城、武淵地區為林和源排水分區最低

窪地區，颱風暴雨期間，冬山河水位高漲，以致林和源排水及

林寶春排水渠道內之高地水量無法順利排入冬山河，區域內水

則蓄積於道路及農田，且漫淹灌入民宅，造成住戶嚴重淹水災

害。 

(2) 原因分析 

每年洪水期間冬山河之洪水位過高、外海潮位也高，內水

受阻無法重力排出，復以本集水區域地勢低窪，加重淹水情形，

故單從排水渠道整治已無法達成保護效果，故增設林和源排水

抽水站及調整池、林寶春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洪水期間預先

抽除調整池水量，以發揮蓄水功能，搭配抽水機持續抽水，以

改善計畫區之淹水情形。 

2.工法：於進行工程設計時提出。 

3.辦理期程 

因近年林和源集水區內水患嚴重，需急迫改善，故本修正

方案應列於原規劃報告之近程工程計畫中，並提列為第 1 階段

工程實施。另原規劃之工程項目尚未施作部份，依據綜合治水

之原則及本集水區水患特性，集水區內相對高地外水及低地內

水應予以分離處理，因林寶春排水堤岸高程尚不足以容納上游

水量，且本區許多聯外道路於洪水期間常無法通行，故建議原

規劃尚未施作之林寶春排水改善及相關聯外道路墊高措施應先

行辦理，改善高地外水溢出河道加重下游低地淹水問題，並維

持聯外道路之暢通，待外水問題改善後再行辦理本修訂案之下

游低地內水改善，避免上、下游水量同時蓄積於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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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程內容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林寶春排水 

抽水站及調整池新建工程 

1.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抽水站(抽水規模 3.0cms) 

2.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調整池 

(面積 0.8ha、深度 3.0m) 

3.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截流溝 

(斷面 2.5m×1.2m；長度 900m) 

林和源排水 

抽水站及調整池新建工程 

1.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匯流處新設抽水站

(抽水規模 3.5cms) 

2.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匯流處新設調整池

(面積 1.1ha、深度 3.0m) 

(十)工程順序 

考量政府整體經費有限，未來各項改善工程所需經費財源可能

無法完全籌措，故需依各項工程之急迫性、必要性及改善效益排

定工程順序。 

原規劃尚有二項工程未完成，包括 1.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2.

村落防護工程，故應優先辦理。 

另本案新增二項工程，工程內容包含抽水站、調節池及截流溝

等設施，其中截流溝為導水作用，需與調節池一併施作；而抽水

站與調節池則因功能性不同，二者可獨立施作，故本案排定工程

順序時將新增二項工程區分為 1.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抽水站、2.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調整池及截流溝、3.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

春排水匯流處新設抽水站、4.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匯流

處新設調整池等四工項個別排序。排序結果如表十所示，排序原

則說明如下： 

1. 原規劃改善工程優先施作 

原規劃未完成之改善工程包括 1.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2.村

落防護工程，其中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內容為林寶春排水堤岸加

高，目的為改善高地外水問題，於高、低地排水分離之原則下，

應優先改善排水堤岸高度不足問題，以避免高地外水溢出至下游

低地，且高地外水問題改善後，下游低地之抽水或蓄洪方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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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益，故本項工程應優先辦理。 

另村落防護工程內容則為補城村內既有道路加高，目的為維

持颱洪時期下游住戶聯外維生道路暢通。於林寶春排水加高後，

外水問題雖可獲改善，惟區域內水仍將積淹於低地，故於下游低

地淹水問題確實改善前，即應就聯外維生道路辦理改善。 

2. 調整池工項優先施作 

就抽水站及調整池二項設施而言，因調整池之功能為內水收

集後之蓄洪調節，待水量蓄集後再藉由抽水站抽除，如此方可發

揮抽水站效能，且抽水站未完成前仍可暫由移動式抽水機輔助抽

排，故調整池工項應予優先施作。 

3.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右岸夾集區域(B+C 區)優先改善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右岸之夾集區域(B+C區域)相

對於林寶春排水左岸(A 區域)而言，二者淹水時間及深度相同，

但因 B+C 區域其面積較大、且住戶密度相對較高，故規劃以本

區優先改善。 

表十 林和源集水區改善工程順序表 

工程

順序 
工項名稱 工程內容 

工程經費 

(億元) 

累計工程

經費(億元)

1.  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林寶春排水堤岸加高 
1.20 

(註) 

1.20 

(註) 

2.  村落防護工程 既有道路加高 1.15 2.35 

3.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

寶春排水匯流處新設

調整池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

匯流處新設調整池 
0.11 2.46 

4.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

調整池及截流溝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調整池、林

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截流溝 
0.71 3.17 

5.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

寶春排水匯流處新設

抽水站 

林和源排水左岸與林寶春排水

匯流處新設抽水站 
0.44 3.61 

6.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

抽水站 
林寶春排水左岸新設抽水站 0.37 3.98 

註：本表之「工項名稱」及「工程內容」為 101 年檢討報告核定內容，本次(104 年)

修正僅就「工程經費」依實際需求及營建物價調整。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檢討報告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41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十一)效益評估 

原規劃林和源集水區內改善前易淹水面積約 336 公頃，原規劃

改善後仍有約 280 公頃易發生淹水，積水排除時間為二日。 

本計畫係針對林和源集水區內補城村、武淵村及其聚落周邊約

280 公頃易淹水地區辦理工程改善，降低淹水高度及淹水時間，配

合原規劃之道路改善工程將有利於淹水範圍之控制，以保全住戶

安全。 

本計畫排除 36.2 萬立方公尺之積水量，計畫實施後有利於將

積水控制於農田範圍，減輕聚落地區積水。效益如下： 

1、 原易淹水地區積水排除時間由二日縮短為一日。 

2、 控制農田蓄水深度在 0.5 公尺以下，洪水期間蓄水農田面

積由 280 公頃降為 227 公頃，蓄水範圍如圖十四所示。其

餘 53 公頃無積水，聚落無淹水災害。 

3、 本計畫區防災能力提升後，區內受益戶數約 184 戶、人口

約 716 人，同時提高土地利用價值以及人民對政府解決水

患之肯定。 

(十二) 計畫評價 

1. 計畫效益 

排水改善之效益一般分為可計效益與不可計效益，可計效益

為金錢能衡量之效益，可分為直接、間接效益及其他附加效益，

直接效益為減輕洪災直接損失之效益；間接效益為減輕洪災間接

損失及淹水改善土地利用價值提高之效益；其他附加效益指排水

之其他效益；不可計效益為金錢無法衡量之效益，包括生命財產

之保障、環境之改善、生活品質之提高、均衡區域之發展等。各

項效益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1) 直接效益 

本區改善以聚落保護為主，故直接效益以計畫區內「建物損

失」及「公共設施損失」估計。 

A. 建物損失 

參考前經濟部水資源局民國 86 年「洪災保險制度（潭底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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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案例調查分析」實際調查資料所建立之一般住戶淹水深

度與損失關係曲線（如下圖），本區平均淹水深度約 0.5 公尺，

對應之每戶平均淹水損失約 10 萬元。 

 

B. 公共設施損失 

包括鐵公路交通、電力、電信、瓦斯、自來水、下水道及

水利設施之損失，以及機關、學校、公園房舍及設施之損失，

由於缺乏詳細調查資料，損失金額以建物損失之 20%估計。 

 

(2) 間接效益 

A. 間接損失效益 

間接損失指非由洪災直接造成財產之損失，卻因為直接損

失而造成的間接災害，包括因洪水導致交通不能通暢所發生之

損失、工商業停滯導致物價上漲之損失、公共事業中斷之損失、

公私事業因災害而需增加臨時設備費用之損失、無法工作之勞

務損失、增加廢棄物處理費用、緊急救援費用、搬遷避洪及抗

洪費用、暫時居住於安全地區之費用等損失。間接損失之項目

繁多，不易調查估計，缺乏實際調查推估資料時，以直接損失

之 20%估計。 

B.土地增值之效益 

淹水問題改善後，可減輕區域淹水之損失，調整池環境營

造可提供景觀、休閒、遊憩、運動場所，生活及生產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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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利用價值提高，土地因而增值。年土地增值之效益以計畫

面積乘以每單位面積增加之地價（以土地平均公告現值增值

10%估計）除以分析年限。 

(3) 計畫效益總計 

綜合上述各項改善效益，計畫效益估算如下表所示，年計畫

效益為 640.8 萬元。 

 

類別 項目 估算方式 年效益

(萬元) 
備註

直接效益 建物損失 每戶平均淹水損失(10 萬元)×淹水範圍

內戶數(125 戶) ×年發生機率(1/10)  
125  

公共設施 建物損失 ×20% 250  

間接效益  直接損失 ×20% 75  

土地增值

效益 
獲改善之

土地增值 
改善後不淹水之面積 (280 公頃-227 公

頃) × 公告現值(1800 萬/公頃) × 總增值

率(10%) / 經濟分析年限(50 年) 

190.8  

總和   640.8  

 

2. 年計成本 

計畫年成本之估算，係民國 102 年為基準年，年利率採 3%，

經濟分析年限採50年。年計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及運轉維護成本，

茲分別說明如下︰ 

(1)、固定成本 

A.年利息：年利息為投資之利息負擔，依總建造成本(或稱

為總投資額)為準，按統一利息方式計算，一般水利投資

利息以年息 3%估計。 

B.年償債積金：分析年限採 50 年，年利率 3%，年償債積

金為總投資額之 0.877%。 

C.年稅捐保險費：依事業需要計算在年計成本內，以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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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造費為準，一般以總工程建造費之 0.12%為保險費，

0.5%為稅捐費，合計為 0.62%。 

(2)、年中期換新準備金及運轉及維護成本 

包括機械設備之運轉、設施之維修及養護、安全檢查及評

估等費用，依計畫大小、結構物、機械種類、運轉方法及其他

因素而定，非固定值，一般以佔各項結構建造費(完工總成本)

之百分率計算，可參考已完工類似設施歷年運轉維護費用佔總

工程建造費之比率估算，本計畫年換新準備金及運轉維護成本，

以總工程建造費之 3%估計。 

(3)、計畫年成本 

本計畫之年成本分析成果如下表所示，總計年成本為 1,222

萬元。 

 

工程費 
(萬元) 

年利息  
3% 

年債償積

金 0.877% 
年歲捐及保

險 0.62% 
運轉維護

成本 3% 
年成本 
(萬元) 

16,300  489  143  101  489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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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評價 

本計畫經濟評價方法採益本比法，並採平均消費者物價指數

作為排水改善效益之年增長率。益本比（B/C）是指改善工程在

經濟分析年限（或經濟壽命）內所獲得效益與成本之比值，亦即

每單位成本投入所產生之效益，它可以是年計效益與年計成本之

比值，亦可為總效益與總成本之比值，當益本比大於或等於一，

表該投資案具經濟效益；反之，則不具投資價值。而在考慮改善

效益之年增長率時，採用下列公式計算： 

 
0.52

1

1

1

)(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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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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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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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W(B)：總效益於基準年之現值 

PW(C)：總成本於基準年之現值 

Bj：各年經濟效益 

Cj：各年成本 

f：改善效益之年增長率(本計畫採用 2.5%計算) 

n：經濟分析年限(本計畫採用 50 年) 

i：年利率或折現率(本計畫採用年利率 3%計算) 

 

在考慮改善效益之年增長率時，採上述公式所得之益本比為

0.52，屬經濟不可行之範圍。惟本計畫辦理為公共建設投資，同

時考量改善後可減少生命傷亡、減少疾病傳播、促進社會安定、

提升生活品質、均衡區域發展、提升國際形象等諸多無形效益，

表示本排水系統之改善具投資價值。近來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對

生命、財產、精神、居住環境等基本保護之需求日殷。為減輕淹

水災害，改善地方環境、促進地方繁榮、維護政府照顧人民之良

好形象、增加人民對政府之向心力及其他甚多無形之效益考量，

本項工程投資建議採義務保護取向，由政府籌款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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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工程佈置 

本案新增林和源集水區之抽水站及調整池工程佈置詳圖十五

至圖十六所示，二個抽水站之重要工程數據示如表十一。抽水站

及調整池之相關佈置原則說明如下： 

1. 林寶春排水調整池應設置於下游地勢最低處，抽水站則緊臨調

整池，以抽取調整池所收集水量排入冬山河，抽水站設置地點

以距離冬山河最近為原則，故規劃於既有林寶春排水閘門下游

左岸之空地設置調整池與抽水站，並保留原冬山河南側溝排水

重力排水功能。配合調整池及抽水站設置，林寶春排水左岸需

新設截流溝，將既有農田排水收集水量導入調整池。 

2. 林和源排水抽水站及調整池設置地點以能匯集區域內大部分

水流、距離林和源排水出口最近為原則，抽水站則緊臨調整池，

以抽取調整池所收集水量排入林和源排水，故規劃於現有南富

四中排閘門(農田排水)左岸，利用既有南富四中排及南富 9-1

小排等農田排水路引入附近低漥地之水量，以利水量收集。 

3. 抽水機房重要機電器材之配置高程，除需高於內水可能淹水位

外，同時需考慮冬山河外水入侵，故配置高程需高於冬山河 25

年重現期設計洪水位 (EL.3.2m)，建議與冬山河堤防同高

(EL.4.6m)，避免重要器材遭受水患波及。 

4. 二座抽水站之起抽水位以計畫區域現況最低地面高程為準，故

設定為標高 EL.0.2m。 

(十三)相關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 

1. 本府刻正辦理「宜蘭縣水部門綱領擬定綜合治水計畫」，未來

將依該案規劃土地政策辦理易淹水地區管制及相關維護管理

對策。 

2. 在相關改善工程尚未完成前，需依宜蘭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宜

辦理必要的緊急應變措施，並請水利署支援必要之臨時抽水

機。 

3. 宜東路以南農田排水所收集水量應配合調整流路匯入林和源

排水，惟因農田排水保護標準低，故有林和源排水水位頂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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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為提升該區域整體保護標準，擬於農田排水出口設置自

動閘門，於林和源排水水位超過農田排水堤頂高度時自動關閉

閘門防止水量倒灌。出口自動閘門列入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

中。 

4. 林寶春排水渠道沿線有農田排水匯入，於林寶春排水辦理加高

改善後，颱洪時期農田排水水位將低於林寶春排水水位，為避

免林寶春排水水量倒灌至農田排水造成溢淹，辦理工程設計時

應於各農田排水匯入點設置自動閘門。 

四、預期效果 

預計本閘門及抽水站工程配合原規劃「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

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區域治水工程之

完工，除可減少(輕)淹水災害外，同時亦可提升區域環境及生活品

質、確保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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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林和源集水區抽水站重要工程數據說明表 

項

目 
內容 林寶春排水抽水站 林和源排水左岸抽水站 

抽

水

機

組 

1.抽水能力 至少滿足 3.0cms。 至少滿足 3.5cms。 

2.操作水位 
限制水位 0.7m、起抽水位

0.2m、最低水位-0.5m。 

限制水位 0.7m、起抽水位

0.2m、最低水位-0.5m。 

3.設計揚程 5.0m 5.0m 

4.附屬設備 
含渠道清理設備、撈污機、吊

車等。 

含渠道清理設備、撈污機、吊

車等。 

土

建

設

施 

1. 主要項目 
包含引水渠道、前池、沉砂池、

抽水站房、出水槽、發電機室。

包含引水渠道、前池、沉砂池、

抽水站房、出水槽、發電機室。

2. 抽水機基層

平面高程 

標高 4.6 公尺，高於冬山河主流

25 年重現期設計洪水位。 

標高 4.6 公尺，高於林和源排水

25 年重現期設計洪水位。 

3. 基礎型式 依地質條件設計 依地質條件設計 

4. 與現有設施

配合 

引水渠道採明渠式，保留冬山

河南側溝平時重力排水功能，

洪水期間則引入抽水站前池進

行機械抽排。 

引水渠道採明渠式，利用既有

農田排水路引鄰近低窪區之積

水。 

5. 聯絡道路 

林和源排水左岸堤後培厚至堤

頂道路寬 5.0m，為場區主要進

出口，配合三堵路墊高 0.5m，

作為主要聯外道路。 

補城路及寶福路墊高 0.5m，作

為站區主要進出口及聯外道

路，與林寶春抽水站以堤頂道

路連通。 

運轉控制方式 

1. 二座抽水站視積水狀況獨立運轉或聯合運轉。 

2. 採用現場控制及自動控制兩種方式，自動控制係利用水位計

測設備，依水位來啟動或停止機組之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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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規劃改善後易淹水範圍(280 公頃)                           本修訂案改善後農田蓄水範圍(227 公頃) 

圖十四 改善前淹水範圍及改善後蓄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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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林寶春抽水站及調整池平面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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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 林和源抽水站及調整池平面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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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修正 

1.「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工程內容修正 

(1)、起算水位 

98 年規劃報告因考量原排水出口閘門老舊損壞，且於低強

度保護原則下，並無機械抽排輔助，爰林寶春排水出口可視為

無閘門，故以冬山河計畫水位為起算水位(10 年重現期為 E.L. 

2.66m、25 年重現期為 E.L. 2.98m)。 

後因考量排水出口閘門已於原址上游側改建，功能性恢復，

颱洪時期當冬山河水位高漲即關閉，故改以常態水深為起算水

位(10 年重現期為 E.L. 0.79m、25 年重現期為 E.L. 1.48m)，修

正前、後之起算水位差異對照如下： 
 

項目 
修正前 

(98 年規劃報告)

修正後 

(本次修正) 

修正前、

後差異量

排水出口條件 閘門老舊損壞，

視為無閘門 

閘門改建完成 -- 

依據 冬山河計畫水位 常態水深 -- 

水位高度 Q10 E.L. 2.66m E.L. 0.79m 1.87m 

Q25 E.L. 2.98m E.L. 1.48m 1.50m 
 

(2)、計畫流量 

因配合 101 年檢討報告增設改善工程，林寶春排水下游左

岸水量循既有農田排水及截水溝進入林寶春排水調整池，並設

置抽水站加速水量排除，低地(面積 110 公頃)水量未進入林寶

春排水渠道，爰林寶春排水 10 年重現期計畫水量由 25cms 修

正為 15cms，林和源集水區 10 年重現期計畫流量分配修正如圖

十七。 

(3)、計畫堤頂高程 

經採用前述修正後之起算水位及計畫流量，據以重新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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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水理演算(參閱附錄三)，一併修正計畫堤頂高程(修正後計

畫堤頂高程如表十二)，平均需加高高程由 1.5m 修正為 0.5m。 
 

 

圖十七 林和源集水區10年重現期計畫流量分配圖 

(4)、加高改善方式 

林寶春排水下游出口雖設有閘門抵禦外水，惟排水下游並

無調整池進行渠道水位調節，其退水時機仍需視冬山河水位而

定，考量林寶春排水目前二側仍有緩衝綠帶空間可利用，為求

盡量擴大渠道本身通水及蓄容洪峰流量能力，未來護岸加高方

式應以盡量將緩衝綠帶納入渠道內範圍(盡量外推至臨路側)方

式辦理。 

(5)、計畫經費 

原規劃報告採用98年營建物價估算工程經費為1.37億元，

本次修正因降低堤岸高度，故重新以 104 年營建物價為基準進

行工程經費估算，重新估算後工程經費酌減為 1.20 億元。 

2.「林寶春排水改善工程」- 橋梁配合改建修正 

因整體須加高幅度降低，跨河橋梁應依修正後之計畫堤頂高程

配合改建(修正後橋梁配合改建如表十三)。 

林
和
源

A=498
L=3.32

林寶春

A=270
L=3.51 隆恩

A=201
L=3.04

75
(96)

南富四中排

A=100
L=2.58

15
(21)

9
(12)

19
(23)

註：(25年重現期流量)
A為集水面積(公頃)
L為主河道長(Km)
0K+100為冬山河排水斷面位置

冬山河主流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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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林寶春排水計畫堤頂高程分析表 

 

 

10年 25年 左岸 右岸

林寶春 1 0 -1.43 25.61 3.03 3.07 0.79 1.48 1.48 - -

林寶春 2 18 -1.56 19.54 3.19 3.08 0.79 1.48 1.48 - - 閘門下游

林寶春 2.5 21 -1.56 19.54 3.19 3.08 0.79 1.48 1.48 - - 閘門上游

林寶春 3 100 -1.47 21.02 0.79 0.98 0.79 1.48 1.48 0.69 0.5

林寶春 4 200 -1.57 18.85 0.82 1.54 0.81 1.49 1.49 0.67 -

林寶春 5 300 -1.28 15.09 0.94 1.58 0.82 1.5 1.5 0.56 -

林寶春 6 359 -1.12 13.98 1.72 1.78 0.85 1.52 1.52 - -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6.5 365 -1.12 13.98 1.72 1.78 0.86 1.52 1.52 - -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7 400 -1.29 12.69 0.88 1.34 0.87 1.53 1.53 0.65 0.19

林寶春 8 500 -1.25 13.74 1.1 1.32 0.91 1.56 1.56 0.46 0.24

林寶春 9 600 -1.19 14.91 1.23 1.27 0.95 1.59 1.59 0.36 0.32

林寶春 10 700 -1.26 14.88 1.07 1.38 0.99 1.61 1.61 0.54 0.23

林寶春 11 800 -1.13 15.47 1.02 1.21 1.03 1.64 1.64 0.62 0.43

林寶春 12 900 -1.1 13.02 1.12 1.23 1.06 1.66 1.66 0.54 0.43

林寶春 13 1000 -0.75 12.32 0.91 1.46 1.1 1.69 1.69 0.78 0.23

林寶春 14 1050 -0.64 9.35 1.66 1.53 1.12 1.69 1.69 0.03 0.16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14.5 1060 -0.64 9.35 1.66 1.53 1.13 1.7 1.7 0.04 0.17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15 1100 -0.8 11.78 1.32 1.36 1.19 1.75 1.75 0.43 0.39

林寶春 16 1200 -0.9 10.61 0.94 1.36 1.25 1.8 1.8 0.86 0.44

林寶春 17 1300 -0.8 10.15 1 1.06 1.3 1.84 1.84 0.84 0.78

林寶春 18 1366 -0.93 9.11 1.43 1.35 1.33 1.86 1.86 0.43 0.51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18.5 1371 -0.93 9.11 1.43 1.35 1.33 1.85 1.85 0.42 0.5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19 1400 -0.8 11.32 1.17 1.12 1.36 1.89 1.89 0.72 0.77

林寶春 20 1500 -0.58 10.44 1.11 1.14 1.4 1.91 1.91 0.8 0.77

林寶春 20.2 1560 -0.64 10.6 2.26 2.26 1.4 1.92 1.92 - - 191甲北行下游

林寶春 20.4 1570 -0.7 10.6 2.26 2.26 1.41 1.93 1.93 - - 191甲北行上游

林寶春 20.6 1590 -0.77 10.6 2.26 2.26 1.42 1.93 1.93 - - 191甲南行下游

林寶春 20.8 1598 -0.83 10.6 2.26 2.26 1.43 1.95 1.95 - - 191甲南行上游

林寶春 21 1600 -0.89 10.24 1.13 1.19 1.43 1.96 1.96 0.83 0.77

林寶春 22 1650 -0.85 7.92 1.4 1.41 1.44 1.96 1.96 0.56 0.55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22.5 1660 -0.85 7.92 1.4 1.41 1.45 1.97 1.97 0.57 0.56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23 1700 -0.71 10.29 1.14 1.41 1.49 2.01 2.01 0.87 0.6

林寶春 24 1800 -0.58 10.22 1.17 1.25 1.52 2.04 2.04 0.87 0.79

林寶春 25 1918 -0.86 10.17 1.4 1.38 1.56 2.07 2.07 0.67 0.69

林寶春 25.1 1919 -0.73 9.24 1.41 1.41 1.56 2.08 2.08 0.67 0.67 箱涵下游

林寶春 25.3 1930 -0.68 9.24 1.41 1.41 1.6 2.1 2.1 0.69 0.69 箱涵上游

林寶春 26 2000 -0.53 9.41 1.27 1.27 1.61 2.11 2.11 0.84 0.84

林寶春 27 2100 -0.44 9.7 1.32 1.39 1.65 2.15 2.15 0.83 0.76

林寶春 28 2200 -0.33 9.57 1.99 1.92 1.69 2.18 2.19 0.2 0.27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28.5 2210 -0.33 9.57 1.99 1.92 1.71 2.2 2.21 0.22 0.29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29 2300 -0.63 11.09 1.74 1.72 1.73 2.23 2.23 0.49 0.51

林寶春 30 2400 -0.55 11.18 1.77 1.57 1.78 2.27 2.28 0.51 0.71

林寶春 31 2500 -0.47 10.82 1.75 1.74 1.82 2.31 2.32 0.57 0.58

林寶春 32 2600 -0.25 7.51 1.87 1.73 1.88 2.36 2.38 0.51 0.65

林寶春 33 2700 -0.3 7.57 1.65 1.88 1.94 2.43 2.44 0.79 0.56

林寶春 34 2765 0.05 9.95 2.04 2.06 1.98 2.47 2.48 0.44 0.42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34.5 2770 0.05 9.95 2.04 2.06 1.98 2.47 2.48 0.44 0.42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35 2800 -0.04 7.32 2.03 1.96 2 2.48 2.5 0.47 0.54

林寶春 36 2900 0.19 6.42 2.82 2.72 2.07 2.55 2.57 - -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36.5 2910 0.19 6.42 2.82 2.72 2.1 2.58 2.6 - -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37 3000 0.41 7.08 2.42 2.37 2.13 2.65 2.65 0.23 0.28

林寶春 38 3090 0.86 5.98 2.94 2.92 2.17 2.71 2.71 - -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38.5 3100 0.86 5.98 2.94 2.92 2.17 2.72 2.72 - -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39 3200 0.9 6.89 2.63 3.16 2.26 2.84 2.84 0.21 -

林寶春 40 3290 1.1 6.93 3.11 3.25 2.38 2.96 2.96 - -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40.5 3300 1.1 6.93 3.11 3.25 2.39 2.97 2.97 - - 無名橋上游

林寶春 41 3400 1.05 7.48 2.81 2.83 2.49 3.08 3.08 0.27 0.25

林寶春 42 3500 0.95 6.35 2.81 2.91 2.57 3.16 3.16 0.35 0.25

林寶春 43 3515 1.19 6.2 3.92 3.26 2.6 3.19 3.19 - - 無名橋下游

林寶春 43.5 3530 1.19 6.21 3.92 3.26 2.6 3.2 3.2 - - 無名橋上游

右岸高

程

水位 計畫堤

頂高

加高
備註

左岸高

程

排水

名稱

斷面

編號
河心距 渠底高 渠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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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林寶春排水橋梁改建分析表 

排水

名稱
橋名 

竣工 
日期 

樁號 
橋長

(m)

橋寬

(m)

橋面

(m)

樑底

(m)

現況

左岸

(m)

現況

右岸

(m)

計畫

洪水

位(m)

計畫

堤頂

(m)

計畫河寬

(m) 

改善

與否
改善原因 權責機關

林寶

春排

水 

 閘門 - 0k+018 19.51 -- -- 0.37 3.19 3.08 0.79 1.48 維持原寬 Y 改建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0k+359 13.98 3.05 1.76 0.65 1.72 1.78 0.85 1.52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1k+050 9.09 5.88 1.63 0.79 1.66 1.53 1.12 1.69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1k+366 9 4.96 0.9 0.09 1.43 1.35 1.33 1.86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191 甲(北行) - 1k+560 10.6 8 2.26 1.76 2.26 2.26 1.41 1.92    僅出水高不足 宜蘭縣政府

191 甲(南行) - 1k+590 10.6 8 2.26 1.76 2.26 2.26 1.42 1.93    僅出水高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1k+650 8.17 5.07 1.49 0.68 1.4 1.41 1.44 1.94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箱涵 - 1k+918 9.62 10.14 1.41 0.91 1.41 1.41 1.56 2.06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2k+200 9.13 8.04 1.91 1.04 1.99 1.92 1.69 2.19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2k+765 9.97 2.55 2.18 1.82 2.04 2.06 1.98 2.48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2k+900 6.34 8.34 2.41 1.94 2.82 2.72 2.07 2.57 維持原寬 Y 橋梁底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3k+090 6.75 3.16 3.15 2.9 2.94 2.92 2.17 2.71      

無名橋 - 3k+290 8.27 6.78 3.16 2.68 3.11 3.25 2.38 2.96  僅出水高不足 宜蘭縣政府

無名橋 - 3k+515 6.92 14.19 3.22 2.79 3.92 3.26 2.6 3.19  僅出水高不足 宜蘭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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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林寶春排水計畫縱斷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