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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福節約用水造福愛惜*;原

、水資源條件得天又獨厚

就水資源觀點而言，宜蘭地區之水資源條件具備了兩個有利條件 : ( 1 )雨

量充沛及(2 )地下水儲涵能力強 。 其年平均降雨量約 3 ， 1 55 公釐，較全國之年

平均降雨量 2 ， 504 公釐為高 ， 受颱風暴雨影響，風水期雖集中於八至十一月

，但是全年無明顯乾季 。 另一方面，本地區之地下含水層除沿海一帶外，透

水性良好，儲蓄能力強 ， 大部分之地下水位均位於地面下 0 至 15公尺 。 受平

原雨量分布(南多北少)及地勢走向(蘭陽溪由西南走向東北)之影響， 地

下水流亦大抵由西南流向東北 o 由於地下水位甚高，降雨較少時，地下水會

向低翟地區匯流而出 ， 形成枯水期河川或溪流之基流 ( Base f 1ow) ，此與伏

流水或湧泉稍有不同 。 -般而言 ，基流是可見而且可以量測的，而伏流水則

指匯流河川流量尚小而潛伏於河床砂石內之水流 ，其流體行為仍與地下水水

流較為類似 。 湧泉則為地下水流出地面時之局部現象 。 由地下水向圳渠或排

水路補注流出的水量的枯水期主要之水源 。 本文將以基流量代替原文之伏流

水 。

所以，宜蘭地區在雨水來源充沛的條件下，又有地 F透水能力強的合水

層加以儲存 ， 以利枯水期的水資源利用 ， 真可謂得天獨厚 。 至於區域內之河

川流短坡陡是全國各河川皆然之現象，宜坦然面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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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源與用途待先行規

本地區水資源來源約可分為四類 : 河川、 地下水、基流量及湖泊，而其

用途包括灌溉、公共(包括家庭用水)、工業 、 畜牧、養殖 、 發電與遊憩等

七大項 。 其中一般分類中之農業用水部門已再細分為灌溉、畜牧與養殖 ' 是

值得其他區域做水資源用途分類時參考 ， 利用這種資料分類的方式應該較易

成為正確水資源決策的依據。

除了遊憩之用途對水量並無大的變化影響之外，原文中提到之其餘各項

用途與各項水源之相關性，列如表一 ， 可見相關資料仍然嚴重不完整 ， 需要

進一步之蒐集 。

表一、水源與周 表

用途
灌溉 公共 工業 畜牧 養殖 發電 l水源

河)11 15% 

地下水 4% 6% 

基流量 94% 
11 X 106m3 (33 X 106m3

) 43 X 106m 96 x 106m3 

湖泊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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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蝠節約用水造福愛惜水j原

依據宜蘭縣政府水資源整體規畫(水政部分)第一期報告( 1996 )指出

， 得子口溪流域位處區域北端 ， 降雨量較少 ， 近年來每年一至四月頻感缺水

的壓力，將來北宜快速道路完工後，勢必將對得子口溪流域人口更大衝擊，

缺水現象將更吃緊， 宜速謀對策 。 另外，本區之水源與用途之關係依據該報

告數據 ， 多IJ表如 三 ， 作為參考 。 其中除 f水力發電站非消耗性用水外，其餘

各用途皆屬於消耗性用水 o 由上述資料顯示，本區消耗性用水仍以灌溉用水

占大部分 ， 由於社會形態之變遷 ， 土地利用形式之改變 ， 用水的形態勢必受

到影響 ， 將來各用水別間水權如何達到合理分配 ， 為一值得先行規畫的問題

表二、水源與用途關係表

用途 灌溉 公共 工業 畜牧 養殖 發電

水源

;可J 11 77.9% 2% 7% 100 % 

地下水 0.1 % 的% 93% 73% 100 % 
基流量 17% 3% 27% 
湖泊 5% 
總計 572 X 106ml 50 x 106m3 44 X 106mJ 2.7 x 106mJ 75 X 106mJ 903 x 106m3 

(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水資源整體規畫第一期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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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 料仍有待加強

原文之水質資料分為河川湖泊與地下水兩大類 。 河川湖泊等地面水之汙

染程度以河川汙染指標 ( River Po11ution Index ， RPI ) 或生物需氧量( BOD 
)作為指標 。 就水資源經營之角度而言，各項指標以河川流域為獨立之單位

比較容易分析，依原文之資料整理如表三。

由表三可知，河川之水質資料大致完備，但大溪川 、東澳溪及和平溪之

水質資料仍待加強，湖泊部分之水質資料亦有待蒐集 。 地面水之水量，依降

雨量而定，水量大則汙染濃度受到稀釋而降低，故枯水期河川溝渠內之水量

大部分為地下水滲流而出之基流量，流量雖穩定但是量少，無法達到稀釋作

用 ，故汙染程度在枯水期均會明顯惡化 。 由灌溉回歸水及工業廢水排放之汙

表三、 地區各河川汙染程度與污染來源統計表

河川名稱 汙染程度 汙染來源

上游 中游 下游 家庭 畜牧 養殖 工業 灌溉

大溪川

得子口溪(汶) 輕(偶 ) 中、重 中、重 24% 35% 26% 
蘭陽溪(主) 末、中 末、中 末、中 42% 是1%

冬山河c:欠 ) 輕、中 輕、中 輕、中 25% 17% 47% 
新城溪(汶) 輕、中 輕、中 重( 4 - 7 月 ) 15% 24% 35% 20% 

稍( 10- I 月 )

蘇j奧溪(汶 ) 未、輕 末、輕 末、輕 84% 15% 
東澳溪(汶)

南澳溪c:女 ) 未 未 輕( 4 月 )

和平溪(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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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顯示集中在新城溪流域，養殖廢水則集中在得子口溪與冬山河流域 。 蘭

陽溪及蘇澳溪之主要汙染來源為家庭廢水及畜牧廢水，合占各流域汗染源之

83%及 99% 。

一般由於土壤介質較為穩定，且地下水流動緩慢，地下水之水質甚為穩

定，原文中資料顯示本區地下水質長期之趨勢亦甚為穩定良好 。 但本區之地

下水含水層屬於淺層無拘限含水層 ( Shallow ， unconf ined aqui fer) ， 汙染

物易由地表之汙染源隨雨水滲入而汙染地下水體 。 或更嚴重者 ，將汙染物直

接棄置於地下水體附近(如垃圾掩埋不當或汙染物直接灌入) ，此為本區地

下水水質局部惡化(工業區或垃圾掩埋場附近)最可能之原因 。

沿海地區之地下水水質鹽分汙染，汙染疑由養蝦池之鹽水滲透或海水入

侵所造成 。 鹽水滲透之鹽分濃度會集中於地下水體上層，而海水入侵則因過

度抽取地下水，密度較淡水為高之海水在含水層之下層侵入，其鹽分濃度應

集中於地下水體之下層 。 由於地下水流動甚為緩慢，且大都以水平方向移動

，鹽分濃度在垂直斷面之擴散相對之下甚小，故調查時應再加強鹽分濃度在

地下水體內垂直分布的分析 。

本區地下水水質之另一特點是冬山及五結地區之地下水合研量偏高，此

與該地區之地質與土壤成分之分布有關，再者，神為致癌物質，不能等閒視

之，應詳細調查其分布範圍及濃度 ， 以確保民眾之公共衛生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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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管理水 應多管齊下

本地區之水資源在水量方面甚為豐沛，此為自然條件，區域內的開發應

妥善規畫，以水資源之自然條件為規畫之限制條件之一 。 本區之水資源流域

範固與宜蘭縣政府之行政轄區並無明顯差異，如將來廢省後沒有涉及行政區

域調整，以向川流域之管理觀念，應可授權宜蘭縣政府加強水資源管理之人

力與經費，在地面水與地 F水聯合運用的妥善規章 F' 確保水量充足而不虞

使用匿乏 。 開源上，可以廣設小型蓄水淺池，攔截地表逕流，補注地 F水;

在節流方面，應可詳細調查地下水之分布，規畫最佳之抽水地點，減少地下

水滲流進入溝渠之基流量(除維持生態平衡之所需者外) ，以免地下水滲出

地表後快速流失 。 沿海地區養殖所需的地下水，亦可在詳細之地下水分布下

，調整其抽水位置，避免造成海水入侵汙染地下水及因集中超抽引致地層下

陷 。

本區因水量豐沛，工業開發程度並不嚴重，汙染程度除了得子口溪及冬

山河流域呈中度到嚴重汗染外，其他流域汙染程度尚屬輕微，因此，本區之

水質管理更應謹慎為之 。 因為造成汙染的速度很快，旦受到汗染，要消除

汙染則需很長時間及大量金錢才能恢復，有時甚至於不可能恢復 。 本區內之

汙染源灌溉回歸水屬於非點源 CNon-point source) 汙染，應提倡維護地力

之不同耕作方法、研究蟲害之自然控制方法等，以減少肥料、殺蟲劑及除草

劑的過量使用 。其餘如家庭、畜牧與工業廢水均屬於點源 C Point source) 

汙染，都會區應建立家庭汗水下水道，配合汗水處理措施加以處理後再予以

排放;畜牧、養殖及工業廢水除加強稽查管制外，應要求設置汗水處理設備

，避免直接排放 o 至於遊憩區之汙染，餐飲業因陋就簡而造成汙水排放可能

是主要原因，也應該要求設置汙水處理設備 ，以免破壞水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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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水為寶貴自然資源，關係著全區域的整體發展 。 區域內民眾基本的生活

品質與其用水量及用水水質有密切的關聯，高層次的生活品質則可由民眾使

用自然資源的心態看出 。 宜蘭地區的住民享有不缺少而且水質良好的水資源

，基本生活品質立於不敗之地，對於水資源的使用，應該把握 r "昔福 」 與 「

造福」的心態，情福以節約用水，不汙染水源以造福他人，造福子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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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致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林榮川先生之提供資料與文稿繕打協

助，特別表示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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