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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水舞晏妙

鹽水峰為台灣 21 條主要河流之一，位於酋文;美與二仁慎之間 ，發源

於台南縣龍崎鄉大坑尾 ( 屬中央山服南部低山地帶，標高 140 公尺 ) ，並

於台南市之安南區與安平區間流入台灣海峽，流域面積 22 1.69 平方公里

(8) ，涵蓋台南縣市之 12 個鄉、鎮市、區之全部或部分(J ì 。

鹽水摸主流由大坑尾至河口，全長 87.34 公里( 1)) ，其下游由河口至豐

化橋 ( 縱貫公路橋，在車行附近 ) ，長 17 公里 ， 流域面積 69. 13 平方公

里，有北幹線排水、柴頭港峰、永康排水、大iJH排水等交流匯入 O 豐化橋

以上河段，長 24.3 公里，流域面積 68.58 平方公里，稱許縣、接 ( 或許寬

摸 ) ，有二主要支流都接林摸 ( 也稱潭頂摸 ) 及虎尾慎於豐化橋上游面灌

入 O 郡王主林摸由大坑尾至那張林，長 22.5 公里，流域面積 37.19 平方公

里 。 虎頭jl是由大坑尾至知母義 ，長 14 公里 ， 流域面積 5 1.6 平方公里 ，由

烏頭厝模及大目降峰匯戚，前者上游之支流茄苓溪 ( 也稱深坑子模 ) 有鹽

水埠水庫，後者上游有虎頭埠水庫 。 除以上各交流外，月有鹽水摸排水

( 也稱嘉南大圳排水路 ) 約與鹽水摸下游段平行，並於鹽水慎之 l 號斷面

再 2 號斷面問匯流後λ海 。 上述河系狀況參見圖 1 0 

鹽水溪下游河床平坦，鹽水溪橋以下河段之底床尚低1t~海平面，有湖

水進出，而漲潮時可思潮至永康排水匯入處Uì 。 鹽水溪河床高灘地雜草叢

生，影響排洪功能，雨季時洪水暴漲，有洪唐、之嘍，若正逢漲潮尤為可

嘆;旱季時，流量很小，常有斷流，水流之j函容能力小，故主要河段幾全

屬嚴重污染(:J) ，因此鹽水慎之整治早有積極之共識 ，並已有規劃及工程之
進行 O ( l ) . (2) , (4) 

由於鹽水溪乏整治已有規劃，工程亦並積極進行中，故本文將僅就鹽

水溪之形成及其水文璟境作一簡介，並探討一些防洪及低水流量的問題，

以做進一步改善之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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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水舞晏妙

表 1 鹽木溪流域平均年最大二日暴雨量及新市站(豐化橋)之年最大洪墨流量及年逗流量

年IX ( 民國 ) 62 63 64 65 66 67 68 

最大二 日暴雨量

181 219 247 302 579 161 208 
( 公犀 )

最大洪學流

( 秒立方公尺 )
292 270 470 300 542 254 251 

( 月 / 日 )
(8/ 25 ) ( 9/ 2 ) (8/ 4 ) (7/ 4 ) (7/ 26 ) (8/ 5 ) (6/ 9 ) 

年逕流量

( 億立方公尺 )
l.3 12 1.763 2.513 1.876 3.302 1.176 1.821 

年IX ( 民國 ) 69 70 71 72 73 74 75 

最大二 日暴雨量
90 

( 公座 )
317 297 295 215 248 145 

最大洪生長流
278 530 598 536 346 327 265 

( 秒立方公尺 )
(8/ 5 ) (913 ) (7/ 2 ) (8124 ) ( 5/ 29 ) (6/ 27 ) (617 ) 

( 月 / 日 )

年逕流量
。 233

( 億立方公尺 )
1.225 1.911 2.238 1.639 l.309 l.302 

年吹 ( 民國 ) 76 77 78 79 80 81 82 

最大二 日暴雨量

200 463 268 228 378 * * ( 公庫 )

最大洪筆流

( 秒立方公尺 )
346 305 463 608 307 

牢 牢

( 月 / 日 )
(7/ 21 ) ( 6/ 24 ) (6/ 23 ) ( 8/ 31l ( 6/ 11 ) 

年逕流量

(億立方公尺 )
l.3 12 1.763 2.513 1.876 3.302 1.1 76 1.821 

*未作分析或記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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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游形成約二百年

鹽水溪昔稱新港溪，在今永安橋與高速公路橋間之大圳、|排水匯入處

( 距現在河口約 13.7 公里 ) 流入台江灣(5) 。

台江灣在荷人據台 ( 明朝天啟四年， 1624 年 ) 之前已存在，現台南

市赤嚴樓附近即為其內岸，沿岸有高大砂丘，正面外海有一鰻魚身，赤線尾

及加志灣等三座沙沙H '後二沙沙|、|間即為鹿耳鬥水道 。 當時流入台江灣之主

要河流為新港溪，其輸入之泥沙使台江灣日趨淤積，部分沙到H漸與陸岸銜

接，並產生許多鹹水湖。有些至今猶存 ， 只是範圈縮小，如四鯉闕湖、安

順湖及四草湖等 O 台江灣之逐漸淤積成陸地 ， 新港溪亦逐漸延長，而稱為

鹽水溪 。 道光二年 ( 1882 年 ) ，因山洪暴發 ， 摳汪溪改道經西潛流入台江

灣再出海，成為今日之曾丈溪，對台江j脅之淤積有決定性立作用 。 據估計

由荷人據台至道光二年 ( 162吐年 -1822 年 ) ，約兩百年間，台江灣平均每

年淤積 354 萬立方公尺，共淤積約 7 億立方公尺(7)。 主要當來自新港溪，

可見自古台灣河流之戰砂量便頗豐富 。 由海岸地形變遷研究，早期河流職

砂量當較今為劇(7)。

日人據台之前，台江j彎除前述部分鹹水湖外，均已淤成陸地，而鹹水

湖、鹿耳門溪及當文水溪等之轍砂量仍多，安平一帶海岸有新生沙洲。及

至日人據台期間 ( 光緒二十一年至民國三十四年，西元 1895 年至 1945

年 ) ，因改建安平港，另以運河為航道，致安平港與鹽水溪隔絕 。 日人據

台之中期以後，不僅鹿耳門溪淤塞，而且鹽水溪因下游平坦而淤積，文引

用水量而致流量減少，故鹽水溪職砂量已大滅，此可由安平海岸之沙洲消

失獲得了解。

綜上所述 ， 可知鹽水溪上游自古已有，且職砂量頗豐富，但下游段之

形成迄今約 200 年左右 ， 且自日據末期起轍砂量已日趨減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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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水舞晏妙

根據水利局之調查(J) ， 民國七十四年以前，除永安橋至豐化橋間(約

相距 4.3 公里 ) 有約 2 公里的部分河段略為沖刷外，其餘域為淤積 。 但在

民國八十年的調查，貝IJ 由大港觀海橋至鹽水溪排水匯入處 ( 約相距 4.4公

里 ) 貝IJ均是沖刷，平均沖刷深度達 0.89 公尺 ，局部性的沖刷深度當超過 1

公尺，以致同口處約 640 公尺範圍內，平均淤高l.59 公尺;男外如鹽水

溪、永安恥、 豐化橋等之下游各約有 400 公尺、 1600 公尺及 800 公尺的

沖刷範圈，平均沖刷深度各有二 、 三十公分至七、 八十公分 ;由豐化橋至

河口 ( 相距約 17 公里 ) 平均沖刷深度 13 公分。上述之調查顯示鹽水溪下

游泥砂來源確有減少之現象 。 又兩次調查結果，豐化橋以下河段之底床坊

度均約 113，000 '而八十年的調查，豐化橋至新南北寮橋間河段平均坡度

約 11600 。

民國四十七年水利局曾調查豐化橋以下的河床質性質，結果顯示平均

而言，重量比 75% 的粒徑在 0.09 公直以下，即 d7S =0.09 公廈，而 dso =
0.067 公塵 ，故下游段屬於泥沙質河床 。 民國八十二年調查豐化橋以下至

新南北寮橋間約 18 公里的河床質，結果顯示平均而言 d7S =0.368 、 dso =
0.079 公塵，故屬砂質河床 。 而通過豐化橋之泥沙量，近年來據估計平均

每年約為 225 萬公噸(8) 。

二、水艾環境 枯懸殊

鹽水溪流域內平均年雨量約 1783.9 公庫(8) ，相當於 3.955 億立方公

尺，多集中於五月至九月，約佔 80% 以上 。 歷年最大的流域平均年最大

二日暴雨量 579 公廈 ( 民國六十六年 ) ，最小的流域平均年最大二日暴雨

量則只有 72 公塵 ( 民國五十三年 ) ，相差懸殊 。 平均年蒸發量為 1 ，400

公廈(1 ) 。

鹽水溪流域之平均年逕流量約為 3.003 億立方公尺(8) 。 水位流量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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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清流研討會

關廟站 ( 設於關廟鄉許縣摸橋，六十九年起取消 ) 及新市站 ( 新市鄉豐化

橋，六十二年起設站迄今 )。 統計民國六十二年至八十二年之記錄，新市

站之平均流量為 5.34 秒立方公尺，相當於平均年逕流量為 1.684 億立方公

尺，最大的年逕流量為民國六十六年之 3.3 億立方公尺，最小的年逕流量

為民國六十九年立 0.233 億立方公尺，可見豐、枯年相差懸殊 O 圖 2 為歷

年平均之月流量分佈，可看出主要仍集中於五月至九月，約佔 88% '而

有四個月 ( 一、 二 、 三及十二月 ) 之平均月流量不到 1 秒立方公尺，可見

豐、枯季節亦相差懸殊 。 歷年最大的月流量為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之 72.43

秒立方公尺，最小亦發生於六十六年四月，只有 0.04 秒立方公尺。由圖 3

之新市站之流量歷時曲線(10)亦可看出 ， 平均而言，即使在豐水季 ( 五月~

九月 ) ，每月中流量超過 10 秒立方公尺的時間大多不到 30% 。 歷年最大

日平均流量為 352 秒立方公尺，最小則為零流量(8) 。

圖 4 為新市站歷年最豐水年、最枯水年及平均之流量延時曲線(9) 。 由

圖 4 可看出平均每年約有 50% 的時間小於 1 秒立方公尺，最枯水年則甚

至有的%的時間小於 1 秒立方公尺。即使在最豐水年，也有的%的時間

小於 1 立方公尺，而超過 10 秒立方公尺的時間僅約 10% 。 此種枯水期

長、而流量甚小的情形，不利於河流生態保育及親水璟境之營造 。

圖 5 為新市站三場暴雨洪水之流量歷線圖，可看出洪水上漲頗為快

速，有時僅需六、七個小時即達洪盔，而整個洪水過程多僅在 2 日以內 O

表 l 新市站歷年之年最大洪宰流量及年逕流量之對照表，圖 6 及圖 7

各為同一年之年最大洪宰流量與流域平均年最大二日暴雨量及年逕流量之

關係 。 由表 l 可看出最大的年洪宰流量為 608 秒立方公尺，最小的洪宰流

量為 251 秒立方公尺，相差懸殊 。 且由圖 6 可看出，大致而言，年最大二

日暴雨量大，則年最大洪宰流量也大 ，但由圖 7 則可看出年逕流量與年洪

宰流量並無一定的關係 。 上述之現象表示，對於鹽水溪，雖然年最大洪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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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水舞晏妙

表 1 鹽木溪流域平均年最大二日暴雨量及新市站(豐化橋)之年最大洪畫流量及年逕流量

年/X ( 民國 )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最大二 H~雨量
181 219 247 302 579 161 208 90 

( 公 j夏 )

h~大 J共主任流量
292 270 470 300 542 254 25 1 278 

1 f'J立方公尺 )
18.25 ) (9.2 ) (8.4 ) ( 7.4 1 ( 7.26 1 18.5 ) ( 的 9 ) (8.5 ) 

( 月、 r1 ) 

'."f- j雲 iltf註
U12 1.763 2.513 1.876 3.302 1.1 76 1821 。 213

( 億立方公尺 )

'if三次 ( 民國 )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最大一 日暴雨量

317 297 295 215 248 145 2υo 463 
( 公悸。)

批大洪學流量
530 598 536 :346 327 265 :l4fì 

( 秒立 !J公尺 ) 本

19.3 1 17.2 1 (8. 24 1 (529 ) 16.:271 16.7 1 ( 7.21 1 
( 月、!I )

年1歪流!已
1.225 1911 2.238 1.639 1.309 1.302 1.107 1.145 

( iC、立方公尺 )

年 i久 ( 民國 ) 7日 79 80 81 82 

最大一-口暴雨聲.(

268 228 378 * * ( 公!世 )

h1:大洪來流量
305 463 608 307 

( 秒立方公尺 ) * (6.24 ) (6.23 ) 18.31 I ( 6.11 I 
( 月、 11 ) 

年逕流!丘
1.3 ]() 2.657 1.640 2.894 1255 

l 億立方公尺 )

* 未作分析且正吉凶字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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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水舞曼妙

流量不一定來自當年最大暴雨，但暴雨卻造成大洪水;再者，有大洪水，

不一定就有大的年逕流量，年逕流量仍主要與當年的年雨量之大小有關 。

鹽水慎之水資源利用，主要為取水灌溉 。 嘉南水利會在八甲橋上游設

河堪，並於左岸設取水閉門一座，年取水量約 2.200 萬立方公尺;男於

新灣橋上游設抽水站一座，年抽水量約 528 萬立方公尺( I ) 。 虎頭埠及鹽水

埠之容量原各為 136 萬立方公尺及 71 萬立方公尺，但現各僅餘約 90 萬立

方公尺及 37 萬立方公尺，年運用水量平均各約 178 萬立方公尺及 72 萬立

方公尺(J I) (J~。 以上合計年利用量約 2，978 萬立方公尺，僅約為鹽水摸流域

平均年逕流量的十分之一。

三、防洪措施不斷改善

依水利局之規畫IJ '鹽水摸之防洪措施以築堤禦洪、導洪為主 ，河道整

治為輔 。

日人據台時期，不重視防洪，鹽水溪僅有1.98 公里土堤，計畫洪水

量僅 835 秒立方公尺，街小於 2 年頻率洪水量 。 光復後，政府開始興建及

規晝iJ '至民國 40 年已完成 7 公里堤防，並提高保護標準，台南縣市民間

也組成「鹽水溪堤防建設促進委員會 J '積極展開籌建( I ) 。

鹽水溪原屬次要河流，計畫洪水量為 50 年頻率之洪宰流量 ，依此而

規劃之防洪設施，在豐化橋至河口段之工程已全部完成，兩岸合計總長

34.937 公里之堤防 。 豐化橋以上河段則建有 9.358 公里禦洪堤，合計有

44.295 公里堤防 O 男有 23 座丁壩及 39 座水門 。這些防洪工程大部分在民

國 51 年以前就已完成，少部分至民國 74 年完成 。

民國 72 年起，鹽水溪提升為主要河流，改採 100 年頻率洪宰流量為

計畫洪水量，逐年以加高加強方式改善現有堤防，並完成鹽水溪治理規劃

報告( 1) ，作為鹽水溪治理工程實施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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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溪主流之計畫河寬是依據計畫洪水量及河寬公式推算，並配合現

有防洪工程、跨河結構物、地形考量及用地取得等因素而研擬，歹IJ如

表 2 0 取河口暴潮位為 2.1 公尺，依計畫洪水量及擬定之河寬計算沿河各

處之水位，亦列於表 2 0 由此一計算所得之計畫洪水位加 1.5 公尺出水高

即為堤防之堤頂高程 O

依上述規劃之堤頂高程，則豐化橋以下兩岸合計尚有 17.6 公里堤防

須加高加強，豐化橋以上至新南北寮則兩岸合計須建造 23.684 公里堤防

及 14.099 公里護岸，後者是因兩岸有高地而不須建堤，只須保護岸壁，

使不受沖刷 O 男沿鹽水溪主流至新南北寮橋芝 26 座橋樑中，鹽水溪橋等

11 座橋樑之樑底高程及跨距不足須予改建，高速公路橋等 5 座橋樑則出

水高不足須予改善 O

以上規劃之防洪工程若得以完成，則基本上，應具備良好防洪能力，

應再配合河道整理以充分發揮工程設施之功能 O

鹽水溪自北安橋以上，河灘地除部分農地外，草長過腰而密，間雜灌

木成叢，許縣溪橋以上更是竹林茂密，雜草叢生，夾雜灌木林，多段流路

很不明顯，不易辨識 。 此外，沿河灘地有多處垃圾場，據調查( 1) ，由大港

觀海橋至許縣溪橋，有 14 處垃圾場，概估堆置量約 14 ，520 立方公尺，包

括一般廢棄物、事業廢棄物及營建廢土等 O

就水理之觀點，大片的茂密野草相當於抬高河床，減少河道之通洪空

間;高莖植物太多，貝Ij增加洪水流動之阻力，因而減小流速而抬高水位;

而大型的廢棄物，連根拔起的竹子、樹木等，若隨波逐流，買Ij易阻塞橋孔

而妨礙水流暢通 O

基於上述因河道缺乏整理而可能妨礙洪水渲洩之現象，除盡速完成防

洪工程外，河道整理不僅為當務之急，更須編列預算，每年定期整理維

護，防洪工程才有預期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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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寬及計畫洪木位鹽水溪主流治理規劃之分段計畫洪水量、建槽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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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目前有關鹽水慎之洪水調查仍嫌不足，沿河糙率係數基本上是

依經驗選用，未作完善之檢定 。 故有必要沿河設置洪痕水尺，以調查洪水

期間之最高水位，據以檢定糙率係數，才能更精確的計算洪水位，確保防

洪工程之功能。

四、河流空間低水治理

台灣河流主深槽(低水流路)兩側高灘地僅於洪水發生時之題暫期間

淹沒，故常成為農地或魚墟，或任草木叢生 O 近年來，對此一河流空間多

有加以美化以作為休閒遊憩綠地之規劃與實施，並注重生態璟境之保護與

教育，此種河流空間之利用規劃也稱為低水治理或主深槽治理。

鹽水摸下游河口至新鷺橋之 2 1.5 公里河段之主深槽已頗穩定，據水

利局對此一河段進行分析，認為河口 至豐化橋，長 17 公里 ，高灘地寬

廣，兩岸人口密集，應可規劃利用 O 但因河口至大港觀海橋乏高攤地尚低

於潮位，故進行大港觀海橋至豐化橋上游之 42 號斷面間約 12.7 公里河段

之低水治理規劃(1 )0 此一規劃是以1.1 1 年頻率洪宰流量為設計流量，並依

土方平衡原則拓寬與潘深主深槽及填高灘地。計畫之主深槽為側坡 1 : 

3' 底寬 60 公尺至 120 公尺，並興高灘地高差 3.3 公尺 。 以 100 年頻率洪

宰流量計算新斷面之洪水位示如表 2 ' 顯示低水治理可降低水位 ，對防洪

有正面意義。

雖有上述之低水治理規劃'而且台南市政府也已施工完成大港觀海橋

至鹽水溪橋間之低水治理，但鹽水摸枯水期甚長，且水質嚴重污染，故若

不能維持良仔之水量及水質，員IJ仍難有頁好之親水璟境 。

水質方面，台南市政府及台南縣政府均有污染防治規劃( 2.4 ) ，也有學

者專家研究探討解決的辦法(3) 。 但即使水質得以改善，由圍 4 卻可看出在

新市站 ( 豐化橋 )一年中，平均只有 7.9% 的時間流量超過 10 秒立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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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其水量卻佔全年水量約 75% '即約四分之三;而平均卻有 25% 、即

四分之一的時間流量小於 0.5 秒立方公尺，其水量只佔全年水量約

1.3% '幾成斷流，此對於生態保育及親水璟境之營造均極不利 。

由固 4 及圖 8 可知若欲使豐化橋附近能常年有 1 秒立方公尺以上的流

量，買IJ平均每年須、有 790 萬立方公尺的水量能於枯水期釋出 。 以豐化橋的

流量而言，若蓄存流量超過 150 秒立方公尺以上的水場，平均每年即約有

1，270 萬立方公尺的水量 。 但如何蓄存此一水量以供枯水期釋出是最大問

題，建造水庫很困難，因而蓄存此一水量的設施或許可白兩方面考慮:如

低欄河堪及池塘 O

選擇中上游有明顯夠深的主深槽，或兩岸均為高技而需護岸的河段建

造低攔河堪 ( 類似八甲橋與許縣溪橋之間的攔河堪 ) ，蓄積水量而tf'~枯水

期釋往下游 。 此種低攔河堪並能減少其上游河床、岸壁及橋敬周圍之沖

刷，因而具有樟定河床及保護橋樑乏效益，而且也可使其上游在枯水期有

較深廣的水流，增加優美的景色及遊憩場所 。 當然應作好其下j祥之跌水工

及靜水池，以防下游河床沖刷，並應設置魚梯以維持生態璟境 。 此種攔河

堪亦可是一系列的橡皮壩，洪水期可倒伏，以減少對洪水傳播的影響 。

大港觀海橋至豐化橋之間約有 119 公頃的高灘地( 1) ，其地面高程大多

超過高潮位 。 若將部分高灘地經過適當規劃後闢為池塘 ( 類似冬山河旁之

池塘 ) ，蓄積豐水期之部分水量而於枯水期釋往主深槽，亦可增加主深槽

之低水流量 O

上述有關低欄河堪及池塘之提議，僅為初步構想，仍有待進一步之研

究，而且其總蓄水量也很難滿足需要，但任何可能增加枯水流量的構想均

應探討其可行性，選擇適當的方法子以實施，才能真正營造頁好的親水璟

境及落實生態保育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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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蓄水訣施不可偏廢

鹽水已上游雖屬古老的t口]系 ， 但下游;三形成僅的一-百年 ， 近年東其主

i茱槽雖有沖刷 ， (旦流路已趨樟定 O

鹽水准主流立治理已有規劃 : 防供方面 ， 下游早有堤防設施 ， 只有部

份須加高加強 ，中、 上游則尚待ít規畫IJ結果建設 ; 有問河流空間不 IJ用的低

7](治理方面 ， ['!IJ 下游己規畫IJ完成，並有部分巳施工完成 。

就水利立觀點 ， 為使規晝1J之工程措施完成從可充分話揮其效i主 ， 必須

積極進行i 口rj董整理及設法增加低水流量 。

鹽水已中、上游i口rj草草木茂盛，竹林棉苦 ， 垃士及堆積 ， 均甚妨棋洪水

鴨i曳 。 因此河道主整理不僅應先於 1台理工程實施 ， 並頭是每年定期的推謹

措施 ， 才能有效發揮防洪工程立功能 。 此一河道整理措施芝施行也是一種

(丘7j(. {白 f里 。

鹽水進枯水期流量甚小 ， 多半不足 1 f'Y立方公尺 ， 故即使完成低水的

理措施且 7l:. 賞改善 ， 時仍難滿足生態保育與昔造親7](璟境之需求 。 為增加

抽水期流量 ， 本文建議 : 考慮在中、上游適當i 口rl'主建造低欄{口j摳 ， 及在下

游高!難地關建池塘等蓄 7](~!f施之可能性 。 當然 ， 其他可能增加低水流量的

構想亦應探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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