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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九二一地震台灣地區於 88 年 9 月 21 日發生集集大地震，

地震規模達 7.3 級，本公司各地供水設施及輪配水管線遭受損

害，其中以台中縣市、南投縣等縣市受損最為嚴重，雖然「自

來水」管線相較於「瓦斯」、「電力」或「油氣」等管線，地

震發生時較不易引發第二次災害之潛勢機率，惟自來水管線於

災後之維生及及消防需求上佔有絕對之重要位置，因此如何以

此次九二一震災之案例，在自來水設施之破壞情形加以歸納、

分析整理，作為爾後供水設備規設之參據，俾使自來水設備能

於震災中減至最低。

二、綜合評論:

(一)自來水設備確為維生系統重要的一環，如何確保自

來水設備在震災中降低損害的程度，可由此次九二一地震的破

壞情形，經由分析、研究修訂自來水設施之規設、施工規範及

加強維修保養等環節加以落實。其中;土建工程方面:依內政

部 88.10.30 函示，地震震度 6 級以上地區(包括台中縣、

市、南投縣等)結構物耐震設計之「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

( Z) J 應依地震一甲區(即 Z = 0.33 )之規定辦理 。 並依

「建築技術規則」新修正條文 (89.8.7 修正)規定辦理 。

管線方面:參考日本專家建議於強震或地震頻繁地區每隔

100 至 300 公尺設可撓管因應，以確保供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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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供水管網內選擇適當地點之大型配水池，設置

成為緊急備用配水池，研究增設類似之緊急關閉閥裝置，並提

高其耐震能力，可於震災時發揮區域之維生功能 J '自來水公

司之配水池設計己朝向此目標辦理 。

男為改善大台中地區之供水調節能力，計畫於水壓較低地

區增鑿深井備用，並於港尾及八張型水源各增設 4 萬噸配水池

乙座，兼作為地震或災害時之維生系統 。

(三)耐震接頭等零件之研究採用方面，本公司已將此次

震災之管網破壞情形，分「口徑」、「管種」、「震度範

圍」、「系統別」、「損害情形」之交叉分析，歸類出在何種

震度範圍內，何種管材(或零件)有倚重之破壞分布，藉以全

盤了解此次震災之管線破壞情形，並嘗試對管材管種、零件等

之規範作檢討建議，以提高管線在一定震度內之管線存活率 。

(四)有關上述之自來水管線破壞情形之數據分析，本公

司除由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主導相關之若干研究計畫外，本公

司亦在能力範圍內儘量提供圍內之學術研究機構基本數據，供

其作進一步之大型研究分析 。

(五)對於此次九二一震災能於災後之二個月左右的時間

內，恢復大部分地區之供水，對於所有參與搶修工作人員是相

當大的考驗，此次搶修之寶貴經驗及相關文獻、數據應加以詳

實記錄保存下來，以供後世參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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