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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所辦理之烏溪大度攔河堰(以下簡稱大

度堰)規劃開發事宜，提供各用水戶之工業用水之原水，為提升原水水質

及減輕下游淨水處理設施之負荷，爰辦理將初步沉澱池納入大度堰計畫

可行性之評估。 

各用水戶合計平均日需水量約為 60 萬 CMD，初步沉澱池採最大日

需水量規劃，並考量原水輸送及淨水處理耗損水量，建議以 80 萬 CMD

為設計水量，主要係將水中部分濁度及懸浮固體物去除，因擬設於取水

設施附近，為便利沉澱淤泥能在適當時機排回取水水體，係採取不加藥

之處理程序。 

為符合用水戶對原水水質需求，當原水濁度達 200NTU(懸浮固體物

濃度約為 342mg/L)即進流初步沉澱池處理，設計進流水質上限值為

3,000 mg/L，依所分析流量-懸浮固體物關係及流量延時統計，每年需進

流處理之時間約 99 天；泥砂處理部分參考集集專用設施操作模式，當

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1,000mg/L 時直接排回烏溪，餘留置岸上處

理。 

初步沉澱池處理流程研擬如后：進流渠銜接來自大度堰導水管，經

機械式攔污柵後以進流管輸送至第一段沉澱池，經初步處理再進流傾斜

管沉澱池去除第一段沉澱池殘留之細微固體物，傾斜管沉澱池出水以出

流管輸送至量水池，再以總出水管銜接量水池出水至輸水專管，將符合

水質要求之原水送下游用水戶；第一段及傾斜管沉澱池之淤泥以排泥管

輸送至泥砂會合井，再視原水濁度決定排放至烏溪或留置岸上泥砂處理

池處理。 

初步沉澱池預定場址在大度堰場址西南側，烏溪菜公寮堤防南側，

東西長約 324m，南北寬介於 217~234m，總面積約 7.3 公頃，其平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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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構想，將處理量能大之水處理設施集中在北側，靠近大度堰輸水專

管，水理流暢且節省能量損耗；泥砂處理設施集中在地勢較高之南側，

有利淤泥採重力排放。 

水理計算以能重力接入輸水專管為目標，輸水專管預計接入點水頭

約為 12.5m，水理分析以最大日設計水量 800,000CMD 計算，最上游端

為接受來自大度堰原水之進流渠道，渠道內攔污柵前水位為 16.32m。 

初步沉澱池新建工程直接工程費約 13 億 9,000 萬元，間接工程費

為 2 億 850 萬元，工程預備費為 2 億 7,800 萬元，物價調整費 2,500 萬

元，合計工程建造費為 19 億 150 萬元，另規畫設計作業費 4,200 萬元、

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為 3 億 6,500 萬元，合計本計畫成本為 23 億

850 萬元，本計畫總時程預估為 4 年整。  

當初步沉澱池完工後開始營運，即需支應各項開銷，主要包括：人

事費用、行政管理費、電力費、水費、淤泥餅清理處置費、維護保養及

修繕費等，費用分析以每年進水操作約 100 天為基準，每年營運費用約

1 億 1,505 萬。 

本計畫營運成本包括：貸款金額之本息及營運成本，其中營運成本

含期中換新準備金、保險費及稅金、年運轉維護費等。其中年利息以計

畫成本按貼現率 3%計，年償債積金採計畫成本之 1.326%、期中換新準

備金為計畫成本之 0.5%，保險費及稅捐為計畫成本之 0.17%，初步沉澱

池回收年限採 40 年，經分析計畫成本為 0.50 元/m3，營運管理成本 0.48

元/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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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akes charge of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u-river Dadu weir (also the Dadu weir) to provide raw water for 
industrial use. To enhance the raw water quality and reduce the loading of 
the following 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a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system 
is therefore integrated into the feasibility study of the Dadu weir project.   

 

The average daily water demand for all water users is about 600,000 CMD. 
However, in consideration of water losses of raw water transmission and 
water treatment process, the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will be designed 
based on the maximum daily water demand of 800,000 CMD. Its purpose is 
mainly to remove part of turbidity and suspended solids in the raw water. 
Because of the proposed location close to intake, chemical dosing will not be 
used for sedimenta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eposition of silt back into 
the water at appropriate times. 

 

To meet customers’ requirements of raw water quality, when the turbidity is 
greater than 200 NTU (about 342mg/L suspended solids), the raw water will 
be converyed to the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system for treatm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suspended solids of design inflow is limited up to 3,000 
mg/L. According to analys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and suspended 
solids, and statistics of flow delay, the annual operation time is on average 
about 99 days. The operation mode will follow that of the dedicated facility 
of the Chi-Chi weir, to discharge silt back to the river directly, when the raw 
water contains suspended solids greater than 1,000 mg/L. Otherwise, silt 
shall be treated on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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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the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as follows: 
Water comes from an influent channel which is connected to the Dadu weir 
through a conduit, and then passes mechanical screen equipment followed 
by conveying to the first-stage sedimentation tanks via influent pipe. After 
which, water enters sedimentation tanks installed with inclined tubes to 
remove the fine-particle solids remined. The settled water is finally delivered 
to a water measuring tank, then, through a main, to transmission pipeline 
which sends the qualified raw water to end users. Sediment from the 
first-stage sedimentation tanks and the inclined tube sedimentation tanks will 
be discharged to a junction well, Depending on what turbidity is in raw 
water, sediment can be either discharged into the Wu river or remained in 
treatment tanks for treatment on the bank. 

 

The site proposed for the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tanks is located on the 
South-west side of the Dadu weir and the south of the Wu-River 
Cai-Gong-Liao dike). Total area is about 7.3 hectares, with 324 m long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217~234 m wide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Based 
on the layout plan, main 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will be centralized in the 
north area and near the Dadu weir transmission pipeline that has advantages 
of smooth flow and energy-loss saving. However, sediment treatment 
facilities will be in the south area and with higher terrain that is favourable 
to gravitational discharge of sediment. 

 

Hydraulic calculations are made based on gravity to connect to the 
transmission pipeline. The water head at tapping point is estimated at about 
12.5 m. Maximum daily design water capacity is 800,000 CMD. The most 
upstream end is influent channel which accepts the raw water from the Dadu 
weir, with a water level of 16.32 m before the mechanical screens. 

 

The construction cost of the new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syste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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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at about NT$1.9 billion, inclusive of NT$1,390 million for direct 
engineering costs, NT$208.5 million for indirect expenses, NT$278 million 
for engineering contingencies, and NT$42 million for price adjustments. In 
addition, NT$4.2 million for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s and NT$365 
million for land acquisition and compensation are added; then the total 
project cost will be NT$2.385 billion.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eriod 
will be 4 years.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system, various costs 
required for  operation include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electricity and 
water silt cake handling and disposal, maintenance and repair, etc. The 
operating cost is estimated at about NT$115.05 million, on a basis of 
100-day operation per year. 

 

The business operating costs of the project include loan, interest, and 
operating costs. The operating costs consist of mid-term replacement reserve 
fund, insurance and taxes, annual operating maintenance expense, etc. 
Among these, the annual discount interest rate is 3%, amortization is 1.326% 
of the project cost, mid-term replacement reserve fund is 0.5% of the project 
cost, and insurance premiums and taxes are 0.17%. of the project cost. The 
recovery period of the preliminary sedimentation system is capped at 40 
years. After analysis, the project unit cost is NT$0.5 /m3 and the operating 
unit cost is NT$0.48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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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計畫緣起 

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中水局)為辦理烏溪大度攔河

堰(以下簡稱大度堰)規劃開發事宜，自民國 94 年起委託中興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本公司)分別辦理「烏溪大度攔河堰可行性規劃-
水源工程規劃」、「烏溪大度攔河堰可行性規劃-烏溪與濁水溪水資源聯

合營運暨大度堰下游輸水管線工程規劃」，並分別於 96 及 98 年完成定

案規劃工程之地方說明會。 

大度堰規劃預定供水標的包括：彰化濱海工業區、施工中之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四期彰化二林園區、規劃中之國光石化園區及彰化二林精密

機械園區，提供各用水戶之工業用水之原水。 

大度堰原規劃完成之工程主要內容包含：水源工程（大度堰及沉砂

池）及下游輸水管線工程（輸水管及加壓站等），原規劃內容並未包含

初步沉澱池單元，惟近年來因 921 地震及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使得河

川上游山區土石鬆軟易坍，且暴雨發生頻率、強度及延時均增加，致使

暴雨過後烏溪水體水質中的濁度及懸浮固體物飆高，若原水中濁度及懸

浮固體物過高，將造成下游淨水處理設施過載之負荷，並影響出水水

質，嚴重時可能發生停止供水的狀況，由於大度堰預定供水標的均為工

業及科學園區，對供水水量及水質穩定性極為敏感，並可能直接衝擊產

值等經濟效益。 

因此大度堰預定供水對象提出要求，希望在供應原水至各用戶前，

能將水中部分濁度及懸浮固體物去除，以提升原水水質及減輕下游淨水

處理設施之負荷。爰此，中水局將評估初步沉澱池納入大度堰計畫可行

性，因此委託本公司辦理大度堰初步沉澱池規劃(以下簡稱本計畫)委託

技術服務工作(以下簡稱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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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預期工作目標 

本計畫為大度堰推動計畫之一環，主要辦理大度堰初步沉澱池規

劃，以評估本計畫之可行性及研擬初步規劃，預期本工作目標包括： 

一、蒐集相關資料。 

二、依蒐集資料進行現況分析。 

三、研訂規劃基準如：規劃水量、進水水質及出水水質等。 

四、評估本計畫使用效益。 

五、研擬處理流程及操作模式。 

六、進行初步規畫，包括：單元規畫、平面配置及水理分析。 

七、推估工程費及財務分析。 

八、預估本計畫工程期程。 

九、提供後續辦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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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對計畫的瞭解 

2.1 計畫需求 

大度堰規劃預定供水標的包括：國光石化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四期彰化二林園區、彰化濱海工業區及彰化二林精密機械園區，用水戶

之預定平均日需水量分別約為 40 萬、15.5 萬、2.2 萬、1.6 萬 CMD，合

計平均日需水量約為 60 萬 CMD，而水源及導水相關設施之設計容量應

能滿足最大日需水量，通常最大日需水量以平均日需水量 1.2 倍計，所

以本計畫最大日需水量暫估為 72 萬 CMD；另由於大度堰所提供為原

水，考量原水輸送過程及淨水處理設備內耗損水量，一般以原水量 10
％計，則約為 7.2 萬 CMD，合計水源及導水相關設施之設計容量應為

79.2 萬 CMD，方能滿足計畫需求，建議以 80 萬 CMD 進行規劃。 

前文提及，各用水戶希望能將水中部分濁度及懸浮固體物去除，以

提升原水水質及減輕下游淨水處理設施負荷。濁度(單位為 NTU)係為水

中存在之懸浮固體物，包含砂土、淤泥、無機、有機微粒及微小生物細

菌等所造成；而懸浮固體物(單位為 mg/L)係指水體所含非溶解性固體物

之濃度，由於懸浮固體物會產生於蓄水設施淤積、阻塞輸水系統及影響

淨水處理設施效能等問題，因此係供水營管單位所重點管理之水質項

目。 

一般而言，濁度及懸浮固體物之數值有相關性，但並非定值，而且

不同水體會有不同的比值範圍，建議應以長期監測數據進行迴歸計算，

以取得相關性之公式，不過當懸浮固體物去除後，通常濁度值也會隨之

降低。 

通常在水處理程序中，去除懸浮固體物最簡單方式係以物理性重力

沉降方式達到固液分離的目的，而且其初設及操作成本低，處理水質範

圍大且不受限，所以最廣為使用，所以本計畫擬於大度堰沉砂池後端設

置初步沉澱池，以去除原水中的懸浮固體物，其預定位址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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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本計畫預定場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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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沉澱池面積愈大，其溢流率就愈小，則能去除的顆粒也愈小，

所以沉澱效率就愈高，但當水中懸浮固體物的粒徑過小，致沉澱去除需

要很大面積方能達成時，將不符經濟效益，此時可添加助凝劑或混凝

劑，使細 

微之懸浮固體物藉由混凝、膠凝的程序，凝聚成較大及易沉澱之膠

羽，可以在較小沉澱面積獲致良好的去除效率，不過其缺點是會增加操

作成本，同時產生之污泥將不能排回原取水之水體；此外，如能分層倍

增沉澱面積，將可大幅提高沉澱效果，例如可採多層、傾斜板或管等沉

澱池。 

不過考量本計畫係設於取水設施附近之淨水前處理單元，為便利所

沉澱之懸浮固體物能在適當之時機排回取水之水體內，因此將不採取加

藥混凝之處理程序，俾利後續沉澱泥砂之處置。但若不採加藥混凝處

理，則沉澱池的設計會與水中懸浮固體物的粒徑、組成及沉降速度等特

性更加息息相關。 

2.2 相關案例參考 

本計畫係自大度堰取水後，經初步沉澱池去除濁度及懸浮固體物，

專作為供水標的工業用水之原水，與一般公共給水特性及營管方式迴

異，目前國內僅有「集集共同引水工程後續計畫-工業用水專用設施沉澱

池工程」(以下簡稱集集專用設施)之案例可供本計畫參考。 

一、集集專用設施計畫概況 

集集專用設施係為供應雲林離島基礎工業區之用水所設，並依用

水單位需求提供懸浮固體物 500mg/L 以下之原水，不過由於濁水溪水

體經常含有大量懸浮固體物，雖然在集集攔河堰進水口設有沉砂池，

去除粒徑 0.2mm 以上之粗砂粒，但原水中仍有許多細微懸浮固體物，

易使管線、蓄水池及配水池等發生泥砂淤積，並可能因清理困難而致

停水時間過長，嚴重影響工業區供水，同時過多懸浮固體物也會使用

水戶的淨水處理設備負荷過載及影響出水水質，所以經濟部水利署遂

辦理集集專用設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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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施內容 

集集專用設施第一期出水處理能力為 450,000CMD，全期出水處

理能力為 860,000CMD，但考量淨水過程之損耗，所以第一期工程之

設計處理容量為 480,000CMD，新建之主要設施單元及單元內設備等

說明如下： 

(一) 進水設施： 

1. 12 呎巴歇爾量水槽。 

2. 進水接合井。 

3. 4.0 m 寬進流渠道。 

4. 2.0 m 寬機械式細攔污柵 2 組。 

(二) 攪拌設施：分 2 組，每組處理 50 %之水量，採三段串聯機械攪

拌，使原水進入沉澱池前，先予機械攪拌，促進水中懸浮泥砂凝

集成較大粒徑以利重力沉降。 

1. 每組 3 池攪拌池。 

2. 每組設 2.0 m×2.0 m 進、出水閘門 1 套。 

3. 每池中央軸驅動旋轉攪拌機 1 組。 

(三) 初步沉澱池：使原水中懸浮固體物沉澱於池底，再由刮泥機刮至

集泥坑內，再以抽砂泵抽出輸送至泥砂會合井，可排放至濁水溪

或沉澱泥砂處理池。 

1. 沉澱池為矩形池，分為 8 池，每池加中間牆隔分為二小池。 

2.  1.6 m 寬分水渠及 1.2 m×1.2 m 進水閘門。 

3. 每池 2 組鋼索牽引單軌式刮泥機。 

4. 每池裝設 2 台沉水不阻塞葉輪抽砂泵。 

5. 每池後半段設 12 道集水槽。 

6. 每池∮300 mm 排水塞閥 1 只，並於初步沉澱池兩側設抽水井

及抽水泵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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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4 m 中間渠：用於隔開初步沉澱池與傾斜管沉澱池，使初步沉

澱池與傾斜管沉澱池能獨立操作或停水維修。 

(五) 傾斜管沉澱池 

1.傾斜管沉澱池 8 池，每池加中間牆隔分為 2 小池，利用傾斜管提

高溢流率及縮短沉降時間，以增加去除效率。 

2. 60°角 ABS 材質傾斜管，孔徑為 5×5 cm，管長為 120 cm。 

3.每池 2 組鋼索牽引單軌式刮泥機。 

4.每池裝設 2 台沉水不阻塞葉輪抽砂泵。 

5.每池設 22 道集水槽。 

6.每池∮300 mm 排水塞閥 1 只，並於傾斜管沉澱池兩側設抽水井

及抽水泵各一。 

(六) 1.6m 寬出水渠：匯集各池處理水至量水池。 

(七) 量水池 1 座，最大量水量為 1,000,000 CMD。 

(八) 沉澱泥砂處理設施：由於沉澱池採不加藥方式操作，沉降之泥砂

實際上即為濁水溪中之泥砂，原則上於河道有相當流量或運載能

力時，將比照水利工程設施直接排回河川下游；惟本案之泥砂處

理需遵照環評通過之承諾，於濁水溪流量較低時，留在陸岸上之

沉澱泥砂處理池處理，濁水溪流量較高時，則可直接排回河川。 

1. 泥砂會合井可分別依當時之條件，將泥砂重力排放至濁水溪內

或岸上之沉澱泥砂處理池。 

2. ∮700 m 濁水溪排放管，長約 108 m。 

3. 沉澱泥砂處理池 3 座。 

集集專用設施之處理流程及水力剖面如圖 2-2 所示。 

三、操作模式 

集集專用設施中水處理系統的操作模式如下： 

(一) 最大處理水量 480,000CMD(含排泥量)，出水量 450,00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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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集集專用設施處理流程及水力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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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處理原水最高含懸浮固體物濃度 5,000mg/L 時，出水含懸浮固體

物濃度應小於 500mg/L。 

(三) 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高於 5,000mg/L 時，須酌予減少處理水

量，以儘量維持出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小於 500mg/L。 

(四) 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小於 500mg/L 時，不予沉澱處理，原水直

接繞流至沉澱池下游量水池。 

(五) 出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500mg/L 以上時，亦需酌量減少進水

量。 

另依集集專用設施環評承諾之泥砂處理原則，在濁水溪河道有相

當流量(具運載泥砂能力)時，泥砂水直接排放濁水溪河道，濁水溪枯

流期間，泥砂留在陸上(沉澱泥砂處理池)處理。衡量進口段泥砂處理

能力與操作處置費用，以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 1,000mg/L 為分界

點，處理操作模式如下： 

(一) 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500mg/L，原水直接繞流至下游時，不

產生泥砂。 

(二) 原水含泥砂濃度 500～1,000mg/L，預估亦為濁水溪屬枯流量時，

產生之泥砂在岸上處理(排入沉澱泥砂處理池)。 

(三) 原水含泥砂濃度＞1,000mg/L 以上，產生之泥砂直接排放河川。 

四、營運現況 

目前集集專用設施現由經濟部工業局管轄，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代為進行操作維護營管工作，全廠工作人員共 19 人。 

依據前述操作模式統計分析，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500mg/L
的時間每年約有 6 個月，介於 500~10,000mg/L 的時間約有 5 個月，

另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10,000mg/L 則約有 1 個月。所以集集專用

設施之沉澱池相關設施每年約有一半的時間進水操作，另一半時間原

水繞流沉澱池，直接進入量水池後，以專管送至尾水池，供各用水戶

使用，目前日平均出水量約為 30 萬 CMD。 

當沉澱池進水操作時，原水中所含懸浮固體物部分沉積池底，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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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之泥砂除可視狀況排回濁水溪外，部分泥砂則暫置於沉澱泥砂處理

池，待泥砂含水量經滲透及蒸發降低至一定含水率後，在行由標售廠

商運出，沉澱泥砂處理池有 3 座，每座容積約 7,000m3，採輪替操作

貯砂，當泥砂處理池貯滿後由廠商清運，每池清運約需一個多月方能

完成。 

2.3 烏溪懸浮固體物特性分析 

如前所述，有關烏溪於大度堰預定工址附近水體中懸浮固體物特

性，將影響本計畫規劃內容甚鉅，因此應對其特性進行分析。 

一、濁度與懸浮固體物濃度之關連性檢討 

烏溪於大度堰預定工址附近水體之水質資料，係蒐集環保署環境

監測及資訊處之大度橋測站之監測資料，該測站每月進行一次採樣分

析，監測期間自民國 67 年 1 月 23 日至民國 90 年 12 月 27 日，其後

即未再進行監測，其中每一筆濁度與懸浮固體物濃度之監測數據列如

表 2-1，依監測數據利用線性迴歸分析得到濁度與懸浮固體物濃度之

相關性，並繪製濁度、懸浮固體濃度關係如圖 2-3。 

濁度與懸浮固體物濃度之線性迴歸分析結果為： Y = 1.6397X＋

14.787 ； R2=0.8369，(其中 X 為濁度；Y 為懸浮固體物濃度)，由上

列分析，二者關連性差異較大，懸浮固體物濃度(mg/L)約為濁度

（NTU）1~1.9 倍，由於關連性不高，所以僅能供作初步判斷參考，

建議相關數據應用仍應以實際檢測值為準。 

表 2-1 烏溪大度橋監測站濁度及懸浮固體物濃度監測紀錄資料表 

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測站編號 水體分類 採樣日期 時間
水溫 
(℃) 

懸浮固體 
(mg/L) 

濁度 
(NTU)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1/23 00:00 17.5 46 2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2/22 00:00 16 23 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3/30 00:00 23 79 9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4/26 00:00 23 16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5/31 00:00 27.5 59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6/27 00:00 30 106 6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10/24 00:00 28 84 1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11/16 00:00 24 3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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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測站編號 水體分類 採樣日期 時間
水溫 
(℃) 

懸浮固體 
(mg/L) 

濁度 
(NTU)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8/12/19 00:00 20.5 71 3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1/11 00:00 22 79 2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2/23 00:00 24 51 3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3/22 00:00 21 66 2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4/26 00:00 28 30 1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5/24 00:00 26 75 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6/18 00:00 25 87 5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7/13 00:00 29 82 2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8/9 00:00 30 82 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9/18 00:00 28 49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10/26 00:00 24 69 2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11/16 00:00 24 46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79/12/19 00:00 24 68 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1/10 00:00 18 38 2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2/7 00:00 18 66 3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3/26 00:00 22 45 3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4/3 00:00 23 53 3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5/1 00:00 23 133 6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6/18 00:00 29 160 4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7/16 00:00 31 96 6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8/18 00:00 32 42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9/22 00:00 29 51 6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10/13 00:00 28 49 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11/18 00:00 25 6.6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0/12/17 00:00 21 105 4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1/21 00:00 21 62 2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2/12 00:00 20.5 32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3/26 00:00 25.5 78 4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4/16 00:00 27.5 52 2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5/5 00:00 22 25 1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6/24 00:00 28 1300 48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7/15 00:00 31 177 7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8/26 00:00 32 38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9/24 00:00 30 18 9.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10/20 00:00 26 24 1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11/24 00:00 25 142 4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1/12/17 00:00 20 31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1/18 00:00 18 16 1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2/19 00:00 27 79 3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3/1 00:00 21 24 1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4/21 00:00 28 22 1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5/7 00:00 26 45 16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6/23 00:00 26 1820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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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測站編號 水體分類 採樣日期 時間
水溫 
(℃) 

懸浮固體 
(mg/L) 

濁度 
(NTU)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7/28 00:00 30.5 46 2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8/27 00:00 30 273 8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9/7 00:00 30.5 24 4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10/12 00:00 30 43 1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11/11 00:00 23 35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2/12/20 00:00 19 28 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1/13 00:00 19.5 18 3.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2/17 00:00 16.5 491 1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3/2 00:00 21 58 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4/14 00:00 27 20 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5/26 00:00 26.5 28 2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6/2 00:00 24.5 172 10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7/7 00:00 31 73 3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8/30 00:00 29.5 30 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9/22 00:00 29 25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10/6 00:00 30.5 22 6.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11/17 00:00 25 17 1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3/12/9 00:00 19 39 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1/12 00:00 19.5 25 5.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2/10 00:00 17 25 2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3/21 00:00 20 12 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4/18 00:00 28 22 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5/4 00:00 2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6/14 00:00 33 55 6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7/12 00:00 30 17 1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8/23 00:00 30.5 10 9.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9/13 00:00 30 16 2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10/19 00:00 27.5 44 2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11/2 00:00 24 60 3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4/12/12 00:00 22 61 2.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1/1 00:00 19 35 2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2/1 00:00 21 434 9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3/1 00:00 22 38 1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4/1 00:00 29 83 4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5/1 00:00 28 31 1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6/1 00:00 27 223 8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7/1 00:00 30.5 21 1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8/1 00:00 29.5 203 8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9/1 00:00 26 214 6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10/1 00:00 26 41 1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11/1 00:00 24 42 7.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5/12/1 00:00 17 48 1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1/22 00:00 16 36 2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2/19 00:00 16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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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測站編號 水體分類 採樣日期 時間
水溫 
(℃) 

懸浮固體 
(mg/L) 

濁度 
(NTU)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3/19 00:00 23 90 1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4/4 00:00 26 63 2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5/2 00:00 31 19 1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6/20 00:00 31 57 3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7/23 00:00 31 84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8/8 00:00 31  4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9/10 00:00 28 76 2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10/7 00:00 26 19 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11/7 00:00 27 26 1.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6/12/23 00:00 19 16 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1/21 00:00 22 19 1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2/5 00:00 20 60 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3/5 00:00 16 25 4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4/13 00:00 21 60 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5/19 00:00 27 77 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6/9 00:00 35 52 2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7/7 00:00 26 33 1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8/18 00:00 27 300 11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9/21 00:00 27 64 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10/7 00:00 26 64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11/4 00:00 22 26 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8/12/3 00:00 19 40 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1/5 00:00 21 38 1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2/14 00:00 19 24 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3/17 00:00 22.5 41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4/24 00:00 26 33 7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5/11 00:00 29 34 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6/23 00:00 25 48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7/21 00:00 32 96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8/10 00:00 30 47 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9/15 00:00 24 518 8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10/19 00:00 23 58 1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11/16 00:00 20 8 1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89/12/7 00:00 23 4 1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1/3 00:00 17 96 2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2/6 00:00 19 39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3/6 00:00 16 70 3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4/11 00:00 23 40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6/7 00:00 26 155 7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7/6 00:00 28 85 4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8/8 00:00 28 37 1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9/10 00:00 25 272 7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10/5 00:00 25 61 4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11/2 00:00 25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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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測站編號 水體分類 採樣日期 時間
水溫 
(℃) 

懸浮固體 
(mg/L) 

濁度 
(NTU)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0/12/12 00:00 21 41 3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1/7 00:00 20 65 3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2/1 00:00 14 80 4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3/21 00:00 27 163 9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4/22 00:00 26 9 5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5/8 00:00 27 82 2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6/14 00:00 30 84 2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7/22 00:00 28.5 87 2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8/9 00:00 29 16 3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9/11 00:00 28 50 4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10/7 00:00 27 24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11/6 00:00 25 118 6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1/12/5 00:00 21.5 172 8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1/10 00:00 16.4 8 2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2/21 00:00 18 178 8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3/16 00:00 26 39 4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4/10 00:00 24.6 250 20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5/11 00:00 23.6 110 7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6/2 00:00 26.5 208 1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7/3 00:00 29 168 3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8/10 00:00 26 201 5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9/9 00:00 27 315 1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10/16 00:00 23 71 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11/6 00:00 23 44 1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2/12/11 00:00 22 64 3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1/8 00:00 21 90 5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2/12 00:00 19 20 5.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3/15 00:00 21.5 636 6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4/14 00:00 22.4 119 5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5/14 00:00 27.5 37 1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6/14 00:00 25 161 35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7/5 00:00 27.5 20 1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8/6 00:00 28 352 15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9/20 00:00 28 66 3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10/15 00:00 26 72 4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11/11 00:00 26.5 64 3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3/12/9 00:00 19 49 5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1/17 00:00 20 75 3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2/16 00:00 19 49 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3/14 00:00 17 53 5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4/20 00:00 27 54 4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5/19 00:00 26 338 11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6/23 00:00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7/13 00:00 26 18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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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測站編號 水體分類 採樣日期 時間
水溫 
(℃) 

懸浮固體 
(mg/L) 

濁度 
(NTU)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8/17 00:00 27 566 33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9/9 00:00 26 217 5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10/6 00:00 25 70 4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11/10 00:00 22 52 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4/12/19 00:00 21 51 3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1/13 00:00 16 8 7.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2/23 00:00 16 195 11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3/17 00:00 17 53 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4/7 00:00 21 446 36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5/12 00:00 25 74 1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6/14 00:00 26.5 270 4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7/14 00:00 24 718 64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8/4 00:00 26.5 60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9/15 00:00 27 27 5.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10/2 00:00 26 47 2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11/3 00:00 20.5 24 3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5/12/15 00:00 21 68 3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1/10 00:00 17.5 32 2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2/5 00:00 17 27 2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3/6 00:00 21 32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4/12 00:00 20 4 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5/9 00:00 22 2105 130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6/21 00:00 27 33 1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7/19 00:00 27 357 18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8/23 00:00 27 81 3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9/20 00:00 27 47 3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10/4 00:00 26.5 23 1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11/6 00:00 26 58 5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6/12/6 00:00 22 214 1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1/16 00:00 19 48 3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2/17 00:00 18 41 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3/14 00:00 25 37 2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4/16 00:00 22 59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5/5 00:00 28 43 27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6/6 00:00 26 739 55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7/3 00:00 26 321 7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8/6 00:00 29 30 1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9/3 00:00 27 5 2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10/24 00:00 26 43.8 6.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11/20 00:00 21.7 52.4 4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7/12/5 00:00 20 47.6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2/3 11:00 18.5 50 2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3/17 11:00 18.9 43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4/2 13:15 24 4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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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測站編號 水體分類 採樣日期 時間
水溫 
(℃) 

懸浮固體 
(mg/L) 

濁度 
(NTU)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5/6 13:20 22.5 40 0.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6/6 11:30 21.9 52 1.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7/17 10:30 28 41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8/17 11:00 28 67 43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9/21 11:00 24.5 51 3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10/20 09:40 23 146 7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11/18 10:10 23.5 43 2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8/12/11 10:50 18 32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1/11 11:00 17 26 2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2/2 11:00 20 42 3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3/3 10:20 21 18 2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4/2 10:20 24 22 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5/24 10:15 26 53 2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6/4 10:40 27.5 153 11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7/22 10:30 24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8/17 09:45 25.5 80 4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10/25 10:15 23 33 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11/25 10:50 21 50 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1999/12/17 10:40 18 43 3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2/18 10:30 19 20 1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3/7 11:10 21 81 7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4/19 10:25 25 21 3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5/10 11:40 2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6/9 14:00 28 160 109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7/20 09:50 27 959 6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8/15 09:50 25 189 14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9/18 10:15 26 64 4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10/12 10:00 28 38 36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11/17 10:00 25 61 4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0/12/13 10:00 20 190 9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1/11 09:50 22 190 101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2/15 10:10 22 27 2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3/16 10:00 20 94 4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4/19 09:45 22 474 40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5/18 10:50 25 44 42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6/20 10:10 27 1320 70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7/18 10:00 24 273 26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8/16 10:00 28 1020 438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9/10 10:00 25.5 904 50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10/19 11:00 23 69 55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11/20 10:05 18.5 251 230 
烏溪 大肚橋 1119 丙 2001/12/27 10:05 17.5 4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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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大度橋站濁度、濃度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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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烏溪大度橋水質監測站濁度及懸浮固體物濃度關係圖 

二、烏溪流量與懸浮固體物之關連性檢討 

依據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烏溪流域聯合整體治理規

劃」報告分析烏溪流域水文站日流量延時關係數值如表 2-2，另依經

濟部水利署編製臺灣水文年報之民國 89、90、91、92 及 94 年烏溪大

度橋站之紀錄資料，利用乘冪迴歸法統計分析流量與懸浮固體物二者

之關連性，如圖 2-4。 

由表 2-2 可知，烏溪在大度橋的流量有 10%的時間是超過

219CMS，50%的時間是超過 66CMS，90%的時間是超過 25CMS。 

另若參考集集專用設施操作模式，當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500mg/L 時方進流沉澱池處理，則依圖 2-4 可知，當烏溪大度橋站水

體水質中懸浮固體物濃度達 500mg/L 時，對應之流量約為 250CMS；
而依表 2-2 統計，烏溪大度橋流量達 250CMS 以上約佔全年時間之 8% 
(約每年 30 天)。亦即若本計畫設計當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500mg/L 時方進流沉澱池，則全年約有 30 天會經由初步沉澱池處理

後送往下游輸水路，其餘大部分時間，原水將繞流沉澱池至下游輸水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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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烏溪流域水文站日流量延時關係數值表 
大度橋 烏溪橋 乾峰橋 觀音橋 溪南橋 南崗大橋 南北通橋

時間百分比 流量
(CMS) 

流量
(CMS) 

流量
(CMS) 

流量
(CMS) 

流量
(CMS) 

流量
(CMS) 

流量
(CMS) 

0.10% 2980.0 1450.0 1540.0 577.5 661.0 491.00 819.87
0.20% 2140.0 1010.0 1110.0 382.0 449.0 316.00 449.00
0.30% 1720.0 880.0 863.0 289.9 360.7 199.00 360.74
0.40% 1500.0 738.0 720.0 260.6 316.7 160.00 316.67
0.50% 1310.0 679.0 649.0 233.3 293.1 149.00 296.00
0.60% 1180.0 630.0 600.0 203.6 270.6 143.00 273.00
0.70% 1100.0 564.0 548.0 185.0 245.0 127.00 246.00
0.80% 1040.0 516.0 498.0 176.0 237.0 110.00 238.00
0.90% 972.0 494.0 468.0 166.0 221.0 102.00 221.88
1% 934.0 473.0 447.0 154.3 209.0 95.50 210.00
2% 581.0 326.0 296.0 103.7 148.6 66.80 149.63
3% 454.0 262.0 228.0 82.1 116.0 52.70 116.83
4% 380.0 223.0 188.0 68.7 97.4 44.80 98.90
5% 328.0 194.0 162.0 60.6 84.6 39.10 85.80
10% 219.0 125.0 107.0 40.0 53.8 25.50 54.50
15% 172.0 97.0 80.4 31.4 40.0 18.00 40.79
20% 144.0 78.3 64.6 25.8 32.4 13.90 33.00
25% 122.0 62.2 53.0 21.6 26.9 10.90 27.21
30% 105.0 50.7 44.8 18.4 23.0 8.86 23.20
35% 91.6 42.6 38.4 15.7 19.6 7.63 19.83
40% 82.1 35.7 33.3 13.7 17.1 6.54 17.20
45% 73.1 29.8 28.7 11.8 14.8 5.87 14.80
50% 66.0 25.7 25.1 10.3 12.9 5.40 12.81
55% 60.0 22.0 22.1 9.2 11.2 4.92 11.20
60% 55.0 18.6 19.5 8.2 9.8 4.50 9.79
65% 50.4 16.1 17.5 7.3 8.7 4.06 8.62
70% 45.0 13.7 15.7 6.6 7.7 3.70 7.64
75% 40.1 11.9 14.1 5.8 6.9 3.35 6.90
80% 34.8 10.3 12.6 5.3 6.2 3.00 6.12
85% 29.6 8.6 11.3 4.7 5.5 2.71 5.46
90% 25.0 5.8 9.7 4.1 4.8 2.33 4.73
95% 19.5 3.7 7.8 3.4 3.9 1.85 3.85
100% 5.4 0.6 2.6 1.9 1.4 0.23 1.38

分析年限 民國53年
至90年 

民國69年
至88年 

民國44年
至90年 

民國70年
至90年 

民國53年
至90年 

民國53年
至89年 

民國65年
至89年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烏溪流域聯合整體治理規劃」報告(92.02) 
統計年限：設站起至民國 90 年，僅烏溪橋統計至民國 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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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烏溪大度橋站流量-懸浮固體物關係圖 

本計畫預定操作模式若比照集集專用設施，當原水含懸浮固體物

濃度大於 500mg/L 時方進流沉澱池，其餘時間原水繞流沉澱池至下游

輸水路，則本計畫所設初步沉澱池全年約僅有 30 天會予運轉處理原

水，其使用效益將遠不如集集專用設施每年約可操作時間 6 個月。 

因此若本計畫採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500mg/L 為進流沉

澱池之水質基準，則初步沉澱池全年利用率僅 8%，相較集集專用設

施利用率約達 50%實屬偏低，宜考量設置之必要性，或許可以設置大

型蓄水池替代，以節省營運成本；但若要提高初步沉澱池利用率，以

本計畫之背景條件，建議可放寬進流沉澱池之水質基準。 

集集專用設施之用水戶為雲林離島基礎工業區內廠商，各廠商因

多自設有淨水處理設備，處理原水至符合各自所需之水質，所以僅要

求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小於 500mg/L 即可，但本計畫之用水單位包

括：彰化濱海工業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四期彰化二林園區、彰化二

林精密機械園區及國光石化園區等，其中除國光石化園區可能如雲林

離島基礎工業區，將自設有淨水處理設備外，其餘用水戶可能需由臺

灣自來水公司(以下簡稱臺水公司)營管之淨水場，經處理大度堰原水

烏溪(大度橋)流量-含砂量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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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供應用水。 

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四期彰化二林園區為例，其區內廠商用水之

淨水場係由科學園區管理局出資，委由臺水公司規劃、設計、施工及

未來營管，在大度堰尚未完成提供原水前，係利用來自濁水溪集集攔

河堰之農業調撥水作為原水，經處理後供水各用戶，其原水來源與集

集專用設施相同皆來自濁水溪，所以同樣有高濁度及含高濃度懸浮固

體物之問題，臺水公司考量淨水場之處理負荷、效益及維持出水水

質，因此要求集集攔河堰農業調撥水之原水提供單位彰化農田水利

會，需負責將原水濁度降低至 200NTU 以下方得供應臺水公司所用，

而未來當大度堰完工後，中科二林園區將引用烏溪水體作為原水，屆

時臺水公司仍有可能要求原水水質必需符合 200NTU 以下，中科二林

園區最大日用水量約為 20 萬 CMD，佔大度堰供水標的最大日總用水

量約 80 萬 CMD 之四分之一。 

所以本計畫若考量下游用水戶之臺水公司營管淨水場需求，建議

可將進流初步沉澱池之水質基準放寬，當原水濁度達 200NTU 以上即

進流處理。 

當大度堰原水濁度達 200NTU 時，依前所統計分析之濁度與懸浮

固體物濃度線性迴歸式計算，原水中懸浮固體物濃度約為 342mg/L，
對應到流量-懸浮固體物關係圖，烏溪之流量約為 115CMS，再以表

2-2  烏溪流域水文站日流量延時關係數值表換算，烏溪大度橋流量達

115CMS 以上約佔全年時間之 27% (約每年 99 天)，與原先若採集集專

用設施操作模式 500mg/L 時運轉天數為 30 天相較，利用率已再提高

230%；倘將進流初步沉澱池之水質基準設定為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300mg/L，對應烏溪之流量約為 95CMS，烏溪達此流量之時間約佔全

年時間之 34% (約每年 124 天，即 4 個月左右)，則初步沉澱池使用效

益將大幅提高，並能符合下游用水戶之水質需求，可作為本計畫規畫

需求的參考。 

另在泥砂處理部分，集集專用設施之操作模式係當原水含懸浮固

體物濃度大於 1,000mg/L 時，沉澱池產生之泥砂直接排放於河川，即

濁水溪中。本計畫建議可參考及沿用集集專用設施之模式，當取自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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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大度堰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1,000mg/L 時，沉澱池產生之泥

砂直接排回烏溪，如此將可避免突來之高懸浮固體物濃度原水所產生

淤泥需留置處理，致使泥砂處理設施處理不及或設置規模過大，並增

加後續營運成本。 

參考圖 2-4，當大度堰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大於 1,000mg/L 時，

烏溪之流量約 600CMS，依表 2-2 統計，烏溪流量超過 600CMS 之時

間約佔全年的 2%，即約 7 天左右，所以確無必要為少數突來之含高

懸浮固體物濃度原水擴大泥砂處理設施規模，若依前推算本計畫沉澱

池每年進流處理利用率約 34%計，其中 32%時間於沉澱池沉降之淤泥

需留置岸上處理。 

三、懸浮固體物粒徑分析及沉降速度 

固體物的沉澱一般區分為四種型態，包括:單顆粒沉澱、混凝沉

澱、層沉澱及壓密沉澱，而本計畫之初步沉澱池並不採加藥及混凝處

理程序，所以懸浮固體物主要的沉澱型態係為單顆粒沉澱，當然在單

顆粒沉澱過程中會有共伴效應而碰撞其他顆粒，產生類似混凝沉澱的

效果，不過若未添加助凝或混凝劑以降低顆粒表面電位，其效應應不

顯著，惟實務上宜進行沉降筒試驗以瞭解固體物實際沉澱型態，而就

理論而言，單顆粒的水中沉降速度與其粒徑最為相關。 

本公司曾分別於民國 96 年 6 月 6 日、6 月 13 日、6 月 26 日及 7
月 4 日，在烏溪中山高速公路橋下進行採樣，並作濁度檢測及粒徑分

析，四次水樣之濁度檢測值分別為 2,200、2,500、1,400 及 550NTU，

並以該四次水樣進行懸浮固體物粒徑分析，其粒徑累積分佈曲線如圖

2-5。 

以該分佈曲線研判，細砂(以粒徑 0.07mm 計)約占 5~12%，本計

畫之初步沉澱池上游端設有沉砂池，主要去除 0.21mm 以上之砂礫，

其所占比例約介 2~5%，所以預估沉砂池的懸浮固體物去除效率可以

3%計；比較四次分析可知，在較低濁度時細砂比例較高，所以可知在

烏溪水體高濁度時，所增加的主要並非細砂，而是粉土及黏土居多，

因此在高濁度時(亦即高流量時)，烏溪上游沖刷而下的多屬粒徑較小

的顆粒，如此將增加懸浮固體物沉澱去除的難度。 



 

 2-20 

 

依圖 2-5，粒徑大於 0.005 mm 的粉土比例約介於 65~82%，其沉

降速度介於 0.005~0.00002m/s；介於 0.005~0.002mm 的黏土約占

6~30%，沉降速度介於 0.00002~0.000003m/s。依前所述，初步沉澱池

之沉澱型態主要為單顆粒沉澱，因此以單顆粒沉澱之理論推算烏溪水

體懸浮固體物去除率概估如表 2-3。 

該表之推算係先比照集集專用設施之流程，初步沉澱池採二段式

配置，第一段沉澱池停留時間約 2 小時，池體有效水深約 3.5m，主要

去除較大粒徑懸浮固體物，依表 2-3 推估，粒徑在 0.025mm 以上的懸

浮固體物可在第一段沉澱池中 100%去除，粒徑愈小去除率愈低，粒

徑介於 0.015~0.025mm 之懸浮固體物平均去除率約 67.5%，粒徑介於

0.010~0.015mm 之懸浮固體物平均去除率降低至約 25.5%，累計第一

段沉澱池對於烏溪水體中懸浮固體物總去除率約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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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烏溪大度橋站水體懸浮固體物粒徑分析累積分佈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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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烏溪水體懸浮固體物於初步沉澱池去除率推估表 
粒徑 
(mm) 

理論沉降速度 
(m/s) 

該粒徑理論去除率 
(%) 

該粒徑區段平均去除率 
(%) 

該粒徑組成比 
(%) 

所佔總去除率 
(%) 

累積去除率 
(%) 

第一段沉澱池 

0.025 4.9 x10-4 100 100 25 100% x 25%=25 25.0 

0.015 1.7 x10-4 35 (100+35)/2=67.5 15 67.5% x 15%=10.1 35.1 

0.010 7.6 x10-5 16 (35+16)/2=25.5 15 25.5% x 15%=3.8 38.9 

0.007 3.7 x10-5 8 (16+8)/2=12 10 12% x 10%=1.2 40.1 

0.0035 9.3 x10-6 2 (8+2)/2=5 15 5% x 15%=0.8 40.9 

第二段傾斜管沉澱池 

0.025 4.9 x10-4 100 100 25 25% - 25%=0 0.0 

0.015 1.7 x10-4 100 100 15 15% -10.1%=4.9 4.9 

0.010 7.6 x10-5 100 100 15 15% - 3.8%=11.2 16.1 

0.007 3.7 x10-5 100 100 10 10% - 1.2%=8.8 24.9 

0.004 1.2 x10-5 100 100 13 13% - 0.7%=12.3 37.2 

0.0035 9.3 x10-6 78 (100+78)/2=89 2 89% x 2%=1.8 39.0 

0.0015 1.7 x10-6 14 (78+14)/2=46 20 46% x 20%=9.2 48.2 

合計二段沉澱池理論總去除率(％)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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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沉澱池中同集集專用設施設置傾斜管，可去除粒徑較小懸

浮固體物，傾斜管之規格比照集集專用設施，採 60°角 ABS 材質管群，

孔徑為 5×5cm，管長為 120cm，依表 2-3 推估，粒徑在 0.004mm 以上

的懸浮固體物，可在第二段傾斜管沉澱池中 100%去除，同樣的，當

懸浮固體物粒徑愈小時去除率愈低，累計第二段沉澱池對於烏溪水體

懸浮固體物總去除率(非第一段沉澱池出水之懸浮固體物總去除率)約
48.2%。 

以上表推估，二段沉澱池之總去除率合計約為 89.1%，惟此去除

率僅為以理論進行推算，在現場實際沉澱時會有許多變數影響沉澱情

形，建議仍應再進行相關沉澱試驗，以獲致更準確及具代表性的數據

供規劃設計參考。 

若本計畫預計出流水之濁度維持在 200NTU 以下，依前推算，此

時出流水中之懸浮固體物濃度應低於 342mg/L，若以上述所推論之二

段沉澱池總去除率約 89.1%計，則本計畫可以處理進水中懸浮固體物

濃度達 3,138 mg/L，若再對照烏溪大度橋站流量-懸浮固體物關係圖，

當懸浮固體物濃度達 3,138 mg/L 時，幾乎已涵蓋烏溪大度橋可能出現

的最高懸浮固體物濃度。 

另因第一段沉澱池對烏溪水體懸浮固體物理論去除率約 40.9%，

當原水中懸浮固體物小於 500mg/L 時，第一段沉澱池出水中懸浮固體

物應可小於 300mg/L，經以前式換算，其濁度值可小於 200NTU，應

已符合用水戶對原水水質要求，所以第一段沉澱池出水可不經第二段

沉澱池處理，逕繞流到下游設施，則原水在第二段沉澱池並無懸浮固

體物沉降，可減少沉澱淤泥量及後續淤泥處理費用。 

四、後續擬辦理及建議辦理之試驗項目 

由於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採初步沉澱池去除烏溪水體中濁度及

懸浮固體物，以提升原水水質及減輕下游淨水處理設施之負荷，並提

高供水之水量及水質穩定性，所以除上述有關濁度與懸浮固體物濃度

之關連性、流量與懸浮固體物之關連性、流量延時關係、懸浮固體物

粒徑分析及組成比例統計等相關調查外，建議本計畫下一階段應於烏

溪水體高懸浮固體物濃度時(至少 500 mg/L)，至大度堰採取水樣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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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溢流率及懸浮固體物去除率之比較，同時選擇部分水樣上澄液進行

粒徑分析，一方面可取得實際溢流率及懸浮固體物去除率關係，並與

理論推估值進行比對；此外，以上澄液粒徑分析瞭解不同粒徑實際沉

降行為，也可作為未來推估沉澱池去除率之參考。 

此外，由於上述分析資料來源多來自各環境或水利單位之監測資

料，多數是長期監測資料，其優點是樣本數多，可供研判趨勢及瞭解

歷史背景之用；但其缺點係多數監測頻率偏低，所以隨機取樣性質

高，無法反應連續或延時狀態，同時應為監測機關對測站位置考量或

資料來源年限問題，所以缺乏近年之監測資料，致使無法確實反應烏

溪水體現況，特別是自中部 921 地震以來，地形地貌、地質狀況、水

文環境等變異甚大，因此更應有近期監測資料以供規設參考，以符實

際需求。 

本計畫宥於工作期程及計畫經費，所以並無法執行上述相關監測

及去除率檢討，建議本計畫下一階段應再強化有關烏溪流量、濁度及

懸浮固體物之連續監測、溢流率及懸浮固體物去除率關係檢討及以上

澄液粒徑分析等，提供充分樣本數及數據，以作分析檢討及規劃設計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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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規劃構想 

3.1 規劃基準 

依經濟部水利署編製臺灣水文年報之民國 89、90、91、92 及 94 年

烏溪大度橋站之紀錄資料，水體中懸浮固體物濃度最高值約 3,950 
mg/L，次高值約 2,850 mg/L，另本公司於民國 96 年豐水期期間所採取

10 次水樣中，也有 2 次分別達 2,500 mg/L 及 2,200 mg/L，所以建議設計

進流水質上限值為 3,000 mg/L，超過設計進流水質上限值時需減少進流

處理水量，依前述對於初步沉澱池去除懸浮固體物效率評估，二段沉澱

池之理論總去除率合計約為 89.1%，若進流水中懸浮固體物達 3,000 
mg/L 時，經二段沉澱池處理後之出流水中懸浮固體物約為 327 mg/L，
換算為濁度值小於 200NTU。 

若沉澱池設計進流水質上限值降低，且沉澱池處理後之出流水中懸

浮固體物仍維持在 342 mg/L(即 200NTU)以下，則沉澱池之表面溢流率

及水力停留時間可降低，亦即沉澱池之佔地面積及池體容積可隨之減

少，進而降低工程初設成本及用地費用。 

若將設計進流水質上限值降為 2,000 mg/L 時，二段沉澱池總去除率

由 88.6%降至 82.9%，沉澱池之佔地面積及池體容積約可減少 5%，若設

計進流水質上限值降為 1,500 mg/L，總去除率由 88.6%降至 77.2%，沉

澱池之佔地面積及池體容積約可減少 25%，若上限值再調降為 1,000 
mg/L，總去除率由 88.6%降至 65.8%，沉澱池之佔地面積及池體容積約

可減少 75%。 

當沉澱池之佔地面積及池體容積減少 5%時，初設成本及佔地面積

約均可分別減少 2.5%及 1.8%，若佔地面積及池體容積減少 25%時，初

設成本及佔地面積分別約減少 12%及 9%，若將沉澱池之佔地面積及池

體容積減少 75%時，初設成本及佔地面積約均可分別約減少 35%及

27%。 

由上述分析可知若將設計進流水質上限值由 3,000 mg/L 降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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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時，對沉澱池之佔地面積及池體容積影響有限，但若再調降設計

進流水質上限值，將導致超出設計進流水質上限值機會提高，亦即需減

少進流處理水量的可能性增加，將致使供水量穩定度降低，同時用水戶

需增加原水貯蓄空間以備不時之需，經濟效益反而不佳，因此建議初步

沉澱池設計進流水中懸浮固體物上限值仍以 3,000 mg/L 為宜。 

依據前述針對烏溪水質水量特性的分析、用水戶對原水水質的需求

及類似之集集專用設施營運模式建議本計畫的規劃基準如下： 

一、規劃水量：採最大日水量 80 萬 CMD。 

二、規劃設計進水水質上限：濁度 1,800NTU(懸浮固體物約 3,000 mg/L)。 

三、規劃引水基準水質：原水濁度超過 200NTU，即引水進流沉澱池單

元，原水濁度低於 200NTU 時，視需求引水進流處理。 

四、規劃出水水質：出水濁度小於 200NTU。 

五、繞流條件：原水濁度小於 200NTU 時，可繞流第一段及傾斜管沉澱

池；原水濁度小於 300NTU(約 500mg/L)時，可繞流第二段傾斜管

沉澱池，繞流與否視當時營運規定辦理。 

六、泥砂處理條件：原水濁度低於 200NTU 時，沉澱池單元若不引水進

流，不會產生淤泥；原水濁度大於 600NTU(約 1,000mg/L)時，沉澱

池產生之泥砂排回烏溪；原水濁度小於 600NTU 時，沉澱池產生淤

泥需留置岸上處理。 

3.2 處理流程研擬 

本計畫之上游係銜接來自大度堰取水設施之原水，上游設施包括：

取水口、量水設施、沉砂池、導水管涵等，經本計畫去除懸浮固體物及

濁度至用水戶之原水標準後，再經由輸水專管輸送至各用水戶。 

因此本計畫處理流程考量功能需求、原規劃上、下游設施、可能營

運模式、操作管理便利性及營運成本等因素，研擬如下： 

一、進流渠：銜接來自大度堰取水設施之導水管，將原水導入本計畫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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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式攔污柵：設於進水渠道末端，以截流水中懸浮雜物，防止進

入沉澱池單元內，影響閘門、刮泥機及抽砂泵運轉，或造成排泥管

阻塞。 

三、受水井：接收來自大度堰取水設施之原水，可將原水導入後續沉澱

池設施；此外，若原水濁度小於 200NTU，可由本單元經主繞流管

繞流到沉澱池下游端之量水池，直接由輸水專管輸送至各用水戶。 

四、進流管：將受水井原水輸送至分水井。 

五、分水井：將原水以可調堰平均分配至二座(一期及二期)沉澱池；另

泥砂處理池之上澄液及滲出液一般可回收再作原水使用，所以上澄

液及滲出液會就近流入分水井，與來自大度堰之原水混合。 

六、分水管：將分水井分水後之原水輸送至各座沉澱池。 

七、分水渠：進流各座沉澱池原水平均分配進流至第一段各沉澱池。 

八、第一段沉澱池：第一段沉澱池乃利用重力沉降原理，使原水中的較

大粒徑懸浮固體物，在停留時間內逐漸沉澱池底形成淤泥，淤泥由

刮泥機刮至集泥坑內，由抽砂泵抽出後，輸送至泥砂會合井，再依

當時原水條件，操作排放河川或至沉澱泥砂處理池。 

九、中間渠：用於隔開第一段沉澱池及傾斜管沉澱池，第一段沉澱池出

水再中間渠混合，再平均分配至各傾斜管沉澱池，當原水濁度小於

300NTU，或第一段沉澱池出水已於 200NTU 以下，可不進流傾斜

管沉澱池處理，由中間渠繞流管銜接主繞流管，繞流到傾斜管沉澱

池下游之量水池。 

十、傾斜管沉澱池：第一段沉澱池後再設置傾斜管沉澱池，用以去除第

一段沉澱池後殘留之細微懸浮固體物，沉澱池內設置傾斜管，其原

理為利用水流通過傾斜管時，縮短顆粒自然沉落之距離及時間，以

增加懸浮固體物去除效率。沉澱池底淤泥由刮泥機刮至集泥坑內，

亦由抽砂泵抽出後，輸送至泥砂會合井，再依當時原水條件，操作

排放河川或至沉澱泥砂處理池。 

十一、出水渠：各傾斜管沉澱池出水在此渠混合後，進入出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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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出流管：將傾斜管沉澱池出水輸送至量水池。 

十三、量水池：沉澱池出水或繞流水均進入量水池前段，經穩流區後以

量水堰進行量水，再以總出水管送水至輸水專管。 

十四、總出水管：銜接量水池出水至輸水專管，將符合水質要求之原水

送下游用水戶。 

十五、主繞流管：於受水池至量水池間設一主繞流管，當原水濁度小於

200NTU 時，原水將不經沉澱池，由此管繞流至量水池，減少留置

本計畫場內之淤泥量。 

十六、排泥管：第一段沉澱池及傾斜管沉澱池各有排泥管，可將池內產

生之淤泥，以抽砂泵輸送至泥砂會合井。 

十七、泥砂會合井：匯集第一段沉澱池及傾斜管沉澱池之淤泥，若原水

濁度超過 600NTU 時，淤泥排放至烏溪，小於 600NTU 時留置岸上

泥砂處理池。 

十八、烏溪排放管：將淤泥由泥砂會合井輸送至烏溪排砂道排放。 

十九、輸泥管：原水濁度小於 600NTU 時，將淤泥由泥砂會合井輸送至

泥砂處理池。 

二十、泥砂處理池：處理原水濁度小於 600NTU 時留置岸上之淤泥，池

內底層舖粗砂以利自然滲水，淤泥在池內固液分離後，上澄液可溢

流，與滲出水併同經溢流管排至分水井，回收作為原水；淤泥經壓

密、滲水及蒸發降低含水率後外運處置。 

二十一、溢流管：泥砂處理池滲出水及上澄液，經此管排至分水井回收

利用。 

本計畫建議之處理流程如圖 3-1 所示。 

本工作留置岸上處理所產生之泥砂係屬事業廢棄物，且因烏溪水

質中有機污染物濃度較高，其水體經沉澱所產生之泥砂可能無法如集

集專用設施可標售，所以應依相關法規清運處置，因此僅需發包合格

廢棄物清除處置廠商，較不易發生標售不出需暫置場內之情形，為減

少初設成本，建議不設泥砂暫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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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大度堰初步沉澱池建議處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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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單元規劃 

前述建議之處理流程中各單元規劃構想分述如下： 

一、進流渠：銜接來自大度堰取水設施之∮2,400mm 導水管，渠內流速

在平均日水量時應大於 0.6m/s，避免泥砂沉澱淤積，初估渠寬為

4.2m，渠內裝設裝設濁度計、懸浮固體物濃度計及水位計各乙組，

其中濁度計及懸浮固體物濃度計偵測值可作為是否繞流操作之依

據或參考，水位計偵測值可研判水量是否異常。 

二、機械式攔污柵：二組，設於進水渠道末端，攔污柵寬度配合渠寬設

置約 1.8m，柵條淨間距採 2.5cm，攔污柵所在渠道前後設有閘門，

可在攔污柵進行維修時關閉，停止水流經設備，柵後設有子車以承

接攔起之雜物。 

三、受水井：接收來自大度堰取水設施之原水，預計停留時間約 30sec，
容積約 300m3，井內有二座閘門，可將原水導入後續沉澱池設施、

或經主繞流管到沉澱池下游端之量水池。 

四、進流管：管徑∮2,400mm，將受水井原水輸送至分水井。 

五、分水井：原水自井中央進流，分流至二可調堰後，堰上各設有超音

波液位計，以量測堰上水高及調整堰高程依據，以平均分配原水至

二座沉澱池。 

六、分水管：將經分水井分水後之原水輸送至各座沉澱池，每座沉澱池

分水管管徑為∮1,800mm。 

七、分水渠：渠內流速在平均日水量時應大於 0.3m/s，避免泥砂沉澱淤

積，初估渠寬為 2.4m，渠側與每一池沉澱池間有 2 開孔及 2 只進水

閘門，開孔尺寸初估為 0.6x0.6m。 

八、第一段沉澱池：採矩形池，每一座有十池，共二座二十池，每池加

中間牆隔後各為 6.0m(W)×50.0m(L)×5.0m(水深)二獨立小池，每池

設計最大處理水量 400,000CMD 時，水力停留時間至少 1.5 小時，

沉澱池附屬設備包括：進水閘門、刮泥機、抽砂泵及管閥、溢流堰、

集水槽、出水閘門及排水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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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池設 1 組刮泥機，連續將初沉泥砂刮至池前端集泥坑，抽砂泵置

於沉澱池集泥坑內，每一小池裝二台，建議選用沉水不阻塞形抽砂

泵，機體可與底座自動著脫，並附吊升桿，以利在池頂安裝保養，

每台規格初估為 1,000CMD×15.0m×10Hp，抽砂泵採定時運轉，各

池輪替，其操作時間及間隔可設定調整，將集泥坑內淤泥抽出，經

排泥管送至泥砂會合井，抽砂泵可二台並聯或交替運轉。 

沉澱池池面後半段設集水槽，由集水槽兩側溢流收集上層處理水經

主槽至中間渠，堰溢流率應小於 300CMD/m；另每一沉澱池於進水

整流牆下方裝∮300mm 排水塞閥一只，閥桿昇上池頂開關台，以利

人工操作，沉澱池需要排乾維修時開啟，排水經暗渠通至分水渠兩

側之抽水井，由井內之抽水泵抽回分水渠。 

九、中間渠：供第一段沉澱池出水混合及傾斜管沉澱池分水，初估渠寬

為 2.4m，渠側與每一池沉澱池間開有 2 開孔及 2 只進水閘門，開孔

尺寸初估為 0.6x0.6m，中間渠兩側各裝設濁度計及懸浮固體物濃度

計各乙只，監測第一段沉澱池之處理成果，另中間渠側邊有一∮

2,400mm 繞流管銜接主繞流管，當第一段沉澱池出水水質可穩定達

到本計畫設計出水水質時，可繞流傾斜管沉澱池至量水池出水。 

十、傾斜管沉澱池：規劃原則同第一段沉澱池，惟池內設有傾斜管，以

去除經第一段沉澱池後殘留之細微懸浮固體物，傾斜管為 60°角
ABS 材質管群，孔徑為 5×5cm，管長為 120cm，底部設不銹鋼樑支

撐，傾斜管群全長 40m，占池面積 75%，沉澱池前後端有緩衝區不

佈設傾斜管，另沉澱池池面後半段設集水槽，設計堰溢流率建議應

小於 180CMD/m。 

十一、出水渠：設於傾斜管沉澱池末端，匯集各池處理水經出流管至量

水池，初估渠寬為 2.4m，渠內左右側各裝濁度計及懸浮固體物濃度

計各乙只，用以監視處理成果。 

十二、出流管：將傾斜管沉澱池出水輸送至量水池，每座沉澱池出流管

管徑為∮1,800mm。 

十三、量水池：池寬為 12m，全長 40m，前段連接 2 條出流管及 1 條主

繞流管，進流經穩流區到量水堰測量水量，利用堰上之超音波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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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所測堰上水深換算流量，量水後經總出水管至輸水專管。 

十四、總出水管：管徑∮2,400mm，銜接量水池出水至輸水專管。 

十五、主繞流管：管徑∮2,400mm，銜接受水池與量水池間之繞流，並

可銜接來自中間渠之繞流管，繞流第一段沉澱池出水。 

十六、排泥管：每座沉澱池之各池抽砂泵出水管連接至∮300mm 之排泥

管，將淤泥輸送至泥砂會合井，排泥管可同時負荷最多 8 台抽砂泵

運轉時之抽泥量。 

十七、泥砂會合井：匯集第一段沉澱池及傾斜管沉澱池之淤泥，在最大

日水量時，若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達 3,000mg/L，預估每日淤泥

量約有 21,600CMD，泥砂會合井之停留時間以 15 分鐘計，容積約

225m3，預計尺寸為 8. 0m(W) x 8.0m(L) x 3.6m(D)。 

十八、烏溪排放管：係當原水濁度大於 600NTU(約 1,000mg/L)時，將淤

泥自泥砂會合井輸送至烏溪排砂道排放，依上述推算最大淤泥量約

21,600CMD，管徑採∮600mm。 

十九、輸泥管：當原水濁度小於 600NTU(約 1,000mg/L)時，將淤泥由泥

砂會合井輸送至泥砂處理池，在最大日水量時，若原水含懸浮固體

物濃度以 1,000mg/L 計，預估每日淤泥量約有 9,300CMD，管徑採

∮500mm。 

二十、泥砂處理池：共四座，當原水濁度小於 600NTU(約 1,000mg/L)
時，淤泥將送至泥砂處理池處理，若原水含懸浮固體物平均濃度以

700mg/L 計，在平均處理水量時每日產生約 4,400CMD 之濃度約 6%
淤泥，其中乾淤泥重約 264 噸，含水率以 70%計(比重以 1.4 計)，
體積約 880m3，若考慮可容納一個月之淤泥量，則泥砂處理池總容

積約 26,400 m3，每池容積約 6,600 m3，建議每座尺寸為 35.0m(W)
×60.0m(L)，全深 4.0m，底層舖粗砂厚 0.3m，以利自然滲水，加上

0.5m 出水高，所以有效深度為 3.20m；泥砂處理池兩端設 1.25m 寬

進出水共同渠道，以利進、排水，每座泥砂處理池設 2 只 0.6m×0.6m
進水閘門、1 只 2.0m×1.0m 排水閘門及 3m 寬 RC 坡道供推土機上

下清除泥砂，四座沉澱泥砂處理池依序輪替使用，淤泥在池內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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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離後，上澄液及滲出水於末端收集後流至分水井回收利用。 

二十一、溢流管：依前推算，每日最多約有 9,300CMD 淤泥進流泥砂處

理池，其中 94%含水份將流至分水井，約 8,740CMD，所以溢流管

管徑採∮500mm。 

有關本計畫各單元之設計基準、參數及主要尺寸等列如表 3-1，功能計

算書詳附錄一。 

3.4 平面配置構想 

本計畫初步沉澱池預定場址在大度堰場址西南側，烏溪菜公寮堤防

南側，向東之上游端銜接大度堰沉砂池出水，向西下游端則銜接輸水專

管，其場址及與附近設施相對位置如圖 3-2。 

預定場址東西長約 324m，南北寬介於 217~234m，總面積約 7.3 公 

頃，因大度堰沉砂池在場址東側，所以進流渠道及受水池亦設於場址東

邊以利接水，原水進流後向南送至沉澱池分水井，進行後續處理；若不

進流沉澱池處理，則以主繞流管流向西北端之量水池，以銜接輸水專管

出水。 

原水經分水井分水後，以分水管北流，可分別進流二座沉澱池，依

續由南而北流經分水渠、第一段沉澱池、中間渠、傾斜管沉澱池、出水

渠處理後，以出流管流至場址西北端量水池，經量水後再以總出流管接

至輸水專管出水；另若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小於 300NTU 時，經第一

段沉澱池處理後應能符合設計出水水質，二座沉澱池可由中間渠各以∮

2,400mm 繞流管往北銜接主繞流管流入量水池，以繞流傾斜管沉澱池。 

各沉澱池產生之淤泥以抽砂泵及排泥管匯集後，往南輸送至泥砂會合

井，再視原水濁度進行不同模式操作，當濁度高時，可以烏溪排放管往東

北向排放至烏溪南岸排砂道；當濁度低時，以輸泥管送往會合井西側之泥

砂處理池，經處理後含水率低之泥餅外運處置，淤泥滲出水及溢流水以溢

流管排至分水井，由於沉澱池之淤泥係以泵浦抽送，所以建議應將泥砂會

合井、泥砂處理池等設施配合地形墊高，俾利淤泥以重力排至烏溪或泥砂

處理池，且泥砂處理池滲出水及溢流水能以重力排回分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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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計畫各單元設計參數及主要尺寸表 

單元設施名稱 設計基準 主要設計參數 數量 主要尺寸 

進流渠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流速＞0.6m/s 1 渠 4.2m 寬 

機械式攔污柵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2 組 1.8m 寬 

柵條淨間距 2.5cm 

受水井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停留時間＞30sec 1 池 10.0m(L) x 10.0m(W) x 3.5m(D) 

進流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配合上游管徑 1 條 D=∮2,400mm 

分水井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分水二座沉澱池 1 座 15.0m(L) x 7.0m(W) x 3.5m(D) 

分水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流速＜2.0m/s 2 條 D=∮1,800mm 

分水渠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流速＞0.6m/s 2 渠 2.4m 寬 

第一段沉澱池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水力停留時間 1.5 小時 

堰溢流率＜300CMD/m 

20 池 50.0m(L)×6.0m(W)×5.0m(D) 

中間渠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流速＞0.6m/s 2 渠 2.4m 寬 

傾斜管沉澱池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池面溢流率 90CMD/m2 

水力停留時間 1.5 小時 

傾斜管覆蓋面積 75% 

堰溢流率＜180CMD/m 

20 池 50.0m(L)×6.0m(W)×5.0m(D) 

出水渠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流速＞0.6m/s 2 渠 2.4m 寬 

出流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流速＜2.0m/s 2 條 D=∮1,800mm 

量水池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最大水量 1,000,000CMD 1 池 40.0m(L)×12.0m(W)×3.5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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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設施名稱 設計基準 主要設計參數 數量 主要尺寸 

總出水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配合下游管徑 1 條 D=∮2,400mm 

主繞流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配合上游管徑 1 條 D=∮2,400mm 

繞流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流速＜2.0m/s 2 條 D=∮2,400mm 

排泥管 8 台抽砂泵同時運轉時之抽泥量，約
8,000CMD/條 

流速＜1.5m/s 4 條 D=∮300mm 

泥砂會合井：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時，原水含懸
浮固體物濃度 3,000mg/L，濃度 10%淤
泥量約有 21,600CMD 

停留時間＞15 分鐘 1 座 8. 0m(L) x 8.0m(W) x 3.6m(D) 

烏溪排放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時，原水含懸
浮固體物濃度 3,000mg/L，濃度 10%淤
泥量約有 21,600CMD 

流速＜0.8m/s 1 條 D=∮600mm 

輸泥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時，原水含懸
浮固體物濃度 1,000mg/L，濃度 6%淤泥
量約有 9,300CMD 

流速＜0.8m/s 1 條 D=∮500mm 

泥砂處理池 平均日水量 660,000CMD 時，懸浮固體
物平均濃度 700mg/L，濃度 6%淤泥量約
有 4,400CMD，乾淤泥重約 264 噸，含
水率為 70%，比重 1.4，淤泥體積約 880m3

可容納一個月之淤泥量 4 池 60.0m(L) x 35.0m(W) x 4.0m(D) 

溢流管 最大日水量 800,000CMD 時，原水含懸
浮固體物濃度 1,000mg/L，濃度 6%淤泥
量約有 9,300CMD，餘 94%為溢流水，
約 8,740CMD 

流速＜0.8m/s 1 條 D=∮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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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本計畫用地範圍及與其他設施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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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計畫平面配置構想，考量接水便利性將受水池設於場址東邊，處

理量能較大之水處理設施集中在場址北側，靠近北側之大度堰輸水專

管，且水處理流向由南往北，水理流暢且節省能量損耗。 

泥砂處理設施集中在地勢較高之場址南側，除沉澱池淤泥以抽砂泵輸送

至泥砂會合井外，將有利其他泥水採重力排放。 

另環場道路在沉澱池及泥砂處理池四周，便利操作維護動線，全場行政

中心設於地勢較高之東南側可綜覽全場，而場址東側及南側各開一門，

分別便利賓客到訪及泥砂外運作業，本計畫預定之平面配置圖如圖 3-3
所示。 

3.5 水理分析及剖面 

大度堰原水無論是否經沉澱池處理，均由場址西北端量水池，經量水後

再以總出流管接至北側輸水專管，所以本計畫的水理計算將以能重力接

入輸水專管為目標進行分析，輸水專管預計接入點的水頭約為 12.5m，

水理分析將以最大日設計水量 800,000CMD 計算，本計畫水理計算書詳

附錄二。 

依附錄二的計算，量水池的水位約為 12.89m，由於量水池係採平頂銳形

堰配合超音波液位計量測水量，所以堰頂高程設為 12.95m，以水量

800,000CMD 計算，堰上水高約 0.56m，則量水池堰前水位約為 13.51m。 

若大度堰原水係經沉澱池處理，則沉澱池處理水以出流管銜接量水池，

依量水池堰前水位為 13.51m 計算，傾斜管沉澱池集水渠水位約為

14.00m，沉澱池溢流堰型式採銳緣 90V 形堰，堰頂高程設 14.05m，堰

上水高約 0.02m，則傾斜管沉澱池內水位約為 14.07m；再往上游第一段

沉澱池推算，第一段沉澱池集水渠水位約為 14.20m，溢流堰型式同採銳

緣 90V 形堰，堰頂高程設 14.25m，沉澱池內水位約為 14.2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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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本計畫單元設施及主要管路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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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段沉澱池上游為分水井，以分流管進行銜接，分水井水位為

14.75m，分水井內係以平頂銳形堰分水二座沉澱池，分水堰頂高程設

14.80m，堰上水高約 0.51m，則分水井堰前水位約為 15.31m；分水井上

游以進流管連接受水池，受水池水位約為 15.99m；受水池上游端即為進

流渠道，接受來自大度堰之原水，渠道內設有 2 組攔污柵，柵後水位約

為 16.06m，柵前水位考量攔污柵 50%情形下約為 16.32m。 

另若大度堰原水不進流沉澱池處理，則將自受水池以主繞流管繞流

沉澱池，逕流入量水池，再銜接至輸水專管，由於量水池堰前水位約為

13.51m，若以 800,000CMD 原水量計，受水池水位至少要高於 14.22m
方能重力繞流，依前之分析結果，受水池高水位約為 15.99m，足以繞流

800,000CMD 原水；此外，前曾提及若原水含懸浮固體物濃度小於

300NTU 時，經第一段沉澱池處理後應能符合設計出水水質，二座沉澱

池可由中間渠各以∮2,400mm 繞流管往北銜接主繞流管流入量水池，以

繞流傾斜管沉澱池，因量水池堰前水位約為 13.51m，所以中間渠水位至

少需達 13.94 m 方能重力繞流傾斜管沉澱池，依前之分析結果，中間渠

高水位約為 14.16m，係足以將第一段沉澱池出水繞流傾斜管沉澱池至量

水池。 

依前述功能及流程規畫，各沉澱池產生之淤泥以抽砂泵及排泥管匯

集後輸送至泥砂會合井，再視原水濁度進行不同模式操作，當濁度高

時，以烏溪排放管排放至烏溪南岸排砂道；當濁度低時，以輸泥管送往

泥砂處理池，淤泥滲出水及上澄/溢流水以上澄/溢流管排至沉澱池之分

水井。 

依功能計算結果，在原水濁度高時推估最大淤泥量約 21,600CMD，

因淤泥係以烏溪排放管排放至烏溪，考量烏溪在百年洪水位約 11.50m
時仍能重力排放淤泥，則泥砂會合井之水位至少需 12.44m；另在原水濁

度低時推估最大淤泥量約 9,300CMD，最大滲出水量約 8,740CMD，淤

泥送往泥砂處理池，泥砂處理池內之淤泥滲出水又排回沉澱池分水井利

用，考量泥砂及滲出水之輸送均採重力流方式以節省操作及維護成本，

所以在分水井堰前水位約為 15.31m 時，泥砂處理池內砂床面高程至少

需達 15.50m，滲出水方能以重力排至分水井，而砂床面高程為 15.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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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泥砂處理池設計有效水深為 3.20m，泥砂處理池高水位為 18.70m，
則淤泥由泥砂會合井以重力排放至泥砂處理池，會合井高水位至少需為

18.77m。然因會合井高水位約為 18.77m，已高於原水高濁度時淤泥排放

至烏溪所需泥砂會合井水位 12.44m，所以淤泥能採重力方式排放於烏

溪。 

本計畫各單元之水力剖面圖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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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大度堰初步沉澱池水力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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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程經濟及財務分析 

4.1 總工程費推估 

依前述本計畫初步沉澱池新建工程規畫構想所擬之主要工程項目

包括： 

一、進流渠：一座，渠寬為 4.2m。 

二、機械式攔污柵：二組。 

三、受水井：一池，容積約 300m3。 

四、進流管：一條，管徑∮2,400mm，長度約 250m。 

五、分水井：一座。 

六、分水管：二條，管徑∮1,800mm，總長度約 170m。 

七、第一段沉澱池(含分水渠及中間渠)：共二座二十池，每池加中間牆

隔為二獨立小池，每小池設一組刮泥機及二台抽砂泵。 

八、傾斜管沉澱池(含出水渠)：共二座二十池，每池加中間牆隔為二獨

立小池，池內傾斜管覆蓋率 75%，每小池設一組刮泥機及二台抽砂

泵。 

九、出流管：二條，管徑∮1,800mm，總長度約 130m。 

十、量水池：一座。 

十一、總出水管：一條，管徑∮2,400mm，長度約 50m。 

十二、主繞流管：一條，管徑∮2,400mm，長度約 270m。 

十三、繞流管：二條，管徑∮2,400mm，總長度約 160m。 

十四、排泥管：四條，管徑∮300mm，總長度約 950m。 

十五、泥砂會合井：一座。 

十六、烏溪排放管(含出水工及保護工)：一條，管徑∮600mm，長度約

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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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輸泥管：一條，管徑∮500mm，長度約 50m。 

十八、泥砂處理池：四座，底層舖粗砂厚 0.3m。 

十九、上澄/溢流管：一條，管徑∮500mm，長度約 30m。 

二十、行政大樓：二層建築一棟，包括控制中心、辦公室、會議室、員

工宿舍、水質檢驗實驗室、備品貯存室等。 

二十一、其他工程：整地、景觀植栽、大門及圍牆、警衛室、廠區道路、

聯外道路、雨排水及人行步道等。 

本計畫之成本包括：規畫設計作業費、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及

工程建造費等三項，其中工程建造費包括：土建工程、機電工程、雜項

工程、施工品質管理費、營業稅、勞工安全衛生費、環境保護措施費(以
上合計為直接工程費)、間接工程成本(含工程保險費、廠商利潤、各項

規費等)、工程準備費及物價調整費等，本計畫成本概估如表 4-1。 

依上表推估，本計畫初步沉澱池新建工程直接工程費約 13 億 9,000
萬元，間接工程費為 2 億 850 萬元，工程預備費為 2 億 7,800 萬元，物

價調整費 2,500 萬元，合計工程建造費為 19 億 150 萬元，另規畫設計作

業費 4,200 萬元、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為 3 億 6,500 萬元，合計本

計畫成本為 23 億 850 萬元。 

4.2 預定工程進度 

因本計畫需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待通過後方能開始辦理後

續工作，預定工作項目包括：規畫設計、用地取得、工程發包、施工、

試運轉等，預定工作進度如表 4-2 所示。 

依上表推估，本計畫自規畫設計至審定約需 14 個月，當基本設計

核定時即可辦理用地取得作業，設計核定及用地取得完成後即可辦理工

程採購發包，初步沉澱池新建工之工期 2 年，新建工程完工即可通水辦

理 4 個月功能試運轉，合計本計畫總時程預估為 4 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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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計畫初步沉澱池新建工程成本概估表 

              單位：萬元 
項次 工作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複價 

一、 規畫設計作業費 式 1 4,200 4,200 

二、 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 式 1 36,500 36,500 

三、 工程建造費     

1. 土建工程     

(1) 土木及建築工程 式 1 74,000 74,000 

(2) 管線工程 式 1 13,000 13,000 

(3) 景觀工程 式 1 800 800 

 1.之小計 式 1 87,800 87,800 

2. 機電工程 式 1   

(1) 機械設備及器材工程 式 1 35,400 35,400 

(2) 電氣及儀控工程 式 1 5,400 5,400 

(3) 消防、給排水、通風及空調工程 式 1 900 900 

(4) 全廠功能試運轉費 式 1 300 300 

 2.之小計 式 1 42,000 42,000 

3. 雜項工程 式 1 550 550 

4. 品管費 式 1 650 650 

5. 營業稅 式 1 6,550 6,550 

6.      

7.      

 小計(1~7 項) 式 1 137,550 137,550 

8. 勞工安全衛生費 式 1 750 750 

9. 環境保護措施費 式 1 700 700 

 合計(1~9 項)(直接工程費) 式 1 139,000 139,000 

10. 間接工程成本(直接工程費之 15%) 式 1 20,850 20,850 

11.. 工程預備費(直接工程費之 20%) 式 1 27,800 27,800 

12. 物價調整費(直接工程費之 1.8%) 式 1 2,500 2,500 

 總計(1~12 項) 式 1 190,150 190,150 

計畫成本(一~三項總和) 式 1 230,850 23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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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計畫初步沉澱池新建工程預定進度表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第四年 期程 

 
工 作 項 目 

2 
月 

4 
月 

6 
月

8 
月

10
月

12
月

2 
月

4 
月

6 
月

8 
月

10
月

12
月 

2 
月

4 
月

6 
月

8 
月

10
月

12
月

2 
月

4 
月

6 
月

8 
月

10 
月 

12
月 

一.規畫設計及審查                         

二.用地取得                         

三.工程發包                         

四.工程施工                         

五.功能試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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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年工程費推估 

依據表 4-2 所推估本計畫預定工作期程，本計畫第一年主要工作為

規畫設計及用地取得，第二年的上半年仍為用地取得及工程發包，下半

年開始施作初步沉澱池新建工程，主要工程預計在第四年中完成後，接

續辦理試運轉作業，若在不考量工程保固款的情形下，本計畫預定之分

年工程費如表 4-3 所估。 

表 4-3 本計畫初步沉澱池新建工程分年工程費推估表      

              單位：仟元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第四年 總計 

規畫設計費 2,100 1,680 - 420 4,200

用地取得及補償費 10,000 26,500 - - 36,500

工程費 - 2,000 114,000 74,150 190,150

合計 12,100 30,180 114,000 74,570 230,850

4.4 營運成本推估 

當初步沉澱池完工後開始營運，即需編列營運費用支應各項開銷，

依本計畫初步沉澱池的特性，主要營運費用應包括：人事費用、行政管

理費、電力費、水費、淤泥餅清理處置費、維護保養及修繕費等，營運

費用分析係以前述所評估初步沉澱池每年進水操作約 100 天為基準。 

初步沉澱池組織架構中建議設廠長 1 人，下分操作及維護廠務二

組，各組有組長及領班各 1 人，操作組有 8 人，負責每日 3 班輪值操作，

維護廠務組內有維護人員 4 人、水質分析人員 1 人及行政人員 2 人，合

計全廠有 20 人。 

另有關泥砂處理部分，考量烏溪水質中有機污染物濃度較高，其水

體經沉澱所產生之泥砂可能無法如集集專用設施之泥砂可標售，所以需

以淨水淤泥之處理方式估算其清運處置費，參考台水公司之發包單價約

介於 500~1000 元/m3，暫以 700 元/m3 編列，本計畫每年營運費用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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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4。 

依上表推估，本計畫初步沉澱池年營運費用約 1 億 1,505 萬，若以

平均日處理水量(含輸水及淨水損耗)66 萬 CMD 計，其單位處理成本為

0.48/m3，但若僅以每年 100 天進水處理之水量計，其單位處理成本則為

1.74/m3。 

表 4-4 本計畫初步沉澱池年營運費用推估表 

                              單位：元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單位  數量   單    價  複   價   

一、  人事費                    

1. 場長 人年 1.0  1,050,000.0 1,050,000.0 

2. 組長 人年 2.0  840,000.0  1,680,000.0 

3. 領班 人年 2.0  700,000.0  1,400,000.0 

4. 操作維護技術人員 人年 15.0  560,000.0  8,400,000.0 

  小計       12,530,000.0 

二、  行政管理費  (約人事費之

20%)           
 式 1.0  2,506,000.0 2,506,000.0 

三、  電力費             式 1.0  4,800,000.0 4,800,000.0 

四、  水費             式 1.0  120,000.0  120,000.0  

五、  淤泥餅清理處置費        T 124,000.0 700.0  86,800,000.0 

六、  維護保養及修繕費  式 1.0  8,300,000.0 8,300,000.0 

  合計       115,056,000.0 

4.5 財務分析 

一、財務分析 

烏溪大度攔河堰為公共工程建設，其興建有賴政府貼補，惟本質

上仍為企業投資，故財務分析，實質上為財務計畫，是就研擬之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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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分析其營運收入與營運支出，並探討原水售價與貸款償清年期

之關係，以供主管單位決策時之參考。烏溪大度攔河堰之營運收入相

當單純，即售水予用水單位，是按逐年供水量及原水價格估算，而營

運支出包括貸款金額之本息及攔河堰及下游輸水管路之營運年成

本，其中營運年成本包括期中換新準備金、保險費及稅金、年運轉維

護費等。根據以上之營運收入與營運支出，進而辦理償還分析，以瞭

解烏溪大度攔河堰以售水之營運收入償還政府補助款以外之各項成

本所需年期。 

(一) 供水年計成本 

年計成本包括固定年成本及年運轉維護費。固定年成本為年利

息、年償債積金、年期中換新準備金及保險費。各項費用估算原

則如下： 

1. 年利息 

為投資之利息負擔，以計畫成本按貼現率 3%計。 

2. 年償債積金 

為投資之清償年金，採用積金法，每年提存等值之金額，以年

利率複利計算，專戶生息，至計畫之經濟分析期限屆滿時，所

積存之本息足以清償計畫之成本。其清償年金計算公式如下： 

清償年金 =
1)1( −+ ni

Pi
 (P=計畫成本、i=年利率、n=經濟期限)

在經濟分析年限為 40 年，年利率 3%時，年償債積金以計畫成

本之 1.326%計。 

(二) 年期中換新準備金 

在烏溪大度攔河堰營運期間，部份工程設施需定期予以換新，而

必須按年提存換新準備金，供期中換新之用。如在營運開始 m 年

後須換新價值 R 之部份設施，其工程設施定期換新百分率為 S，
在經濟分析年限 n 年內換新 K 次，其平均分攤之換新準備金以下

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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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年期中換新準備金係以單項工程設施成本 R 乘以換新準備金

百分率 f。 

(三)保險費(稅捐) 

保險費及稅捐假設每年平均分攤，烏溪大度攔河堰工程為計畫成

本之 0.17%(保險費 0.12%，稅捐 0.5%)。 

(四) 年運轉維護費 

年運轉維護費假設每年相同，烏溪大度攔河堰之年運轉維護費為

其直接工程費之 5%。 

二、有關經費負擔部份將遵照  行政院函示依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由使

用人負擔開發費用。 

(一) 中央先行籌款墊支，從原水費用中回收，工業用水使用單位另提

攤還計畫報行政院核定。 

為避免部分工業區開發期程延後，影響供水系統之營運及成本回

收，造成設施閒置或投資浪費，如採本方案建議工業用水使用單

需預繳交保證金，並按各工業用水使用單位所提終期用水量按所

佔比例分擔工業用水專用設施之興建成本及所有設施之營運成

本。 

(二) 工業用水使用單位自籌（含相關開發基金支應） 

1. 經濟部工業局開發之彰濱工業區分擔經費由工業區開發管理

基金支應。 

2. 國科會開發之中科四期園區分擔經費由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作業基金支應。 

3. 彰化縣政府招商辦理之大城工業區及二林精機園區由投資開

發事業單位自行籌款支應，尚未有投資開發事業單位前由彰化

縣政府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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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水單價分析 

(一) 供水成本分析原則 

1. 為維持公平及確保工業用水專用設施初步沉澱池投資回收及

正常營管，均按各工業用水使用單位所提終期用水量（彰濱工

業區 2.2 萬噸/日、中科四期 15.5 萬噸/日、二林精機 1.6 萬噸/
日、及國光石化園區 40 萬噸/日，合計 59.3 萬噸/日）按所佔比

例分擔工業用水專用設施之興建成本及營運成本。 

2. 初步沉澱池之營管成本以 5%興建成本估算。 

3. 成本回收原則：年利率 6%，初步沉澱池回收年限為 40 年。 

(二) 工業用水專用設施初步沉澱池興建總工程費依目前規劃階段估

算約 23.08 億元。按前述分擔原則，彰濱工業區分擔 0.86 億元，

中科四期工業園區 6.03 億元，二林精機工業園區 0.62 億元，國

光石化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 15.57 億元。 

(三) 按前述成本回收原則，工業用水專用設施初步沉澱池之供水水

價：計畫成本 0.56 元/噸，營運管理成本 0.48 元/噸，詳如表 4-5。 

表 4-5 初步沉澱池原水供水成本 

                                                   單位：元/噸 
彰濱工業區 中科及二林精機 國光石化 

工程項目 
建造成本 營管成本 建造成本 營管成本 建造成本 營管成本

初步沉澱池 0.56 0.48 0.56 0.48 0.56 0.48 
合計 1.04 1.04 1.04 

4.6 初步沉澱池效益分析 

本計畫之效益主要為提升原水水質及水量穩定性，並減少原水輸水

管涵淤積之風險性，以降低因供水不確定性對用水戶產值之經濟效益造

成衝擊，除此之外，在堰址附近設置初步沉澱池之最直接經濟效益，是

有機會將所沉澱淤泥排回取水水體，可減少淤泥清運處置之費用，其量

化效益分析如后。 

(一)初步沉澱池設於堰址附近預先處理原水中固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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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址附近設置初步沉澱池，可於原水輸水涵渠上游端集中進行

原水中濁度及懸浮固體物前處理，以減輕下游淨水處理設施之負荷，所

以下游各淨水場之設計進流水質不需達數千 NTU，可僅以 200NTU 作

為設計進流水質基準，將大幅減少下游各淨水場中淨水處理及淤泥處理

單元之規模，因此初設成本將大為降低，另淨水處理及淤泥處理單元規

模減少，各淨水場所需用地面積亦大幅降低，概略估計，若各淨水場之

設計進流水質基準由 1,800NTU 降為 200NTU 時，約可減少 30~40%之

工程初設成本及 15~25%之用地面積，特別是各淨水場所處之位置多位

於園區內，其土地成本係數倍於本計畫之初步沉澱池所在之河岸邊農

地，因此辦理本計畫後，各淨水場所節省之初設成本及用地費用應遠大

於本計畫之成本。 

另由於本計畫初步沉澱池規畫採不加藥操作，所以其營運費用

中不需編列混凝藥品費，同時所產生之淤泥量亦較少，此外，在進流原

水濁度大於 600NTU，所產生之淤泥有機會可排回取水之水體，相較各

淨水場淤泥因加藥後而無法排回水體中，將能減少淤泥清運處置成本。 

(二)堰址附近不設初步沉澱池，各用水戶淨水場自行處理 

若不設置本計畫初步沉澱池時，各淨水場除如上所述，需增加

30~40%之工程初設成本及 15~25%之用地面積外，營運成本增加包括加

藥費及淤泥餅清運處置費。其中加藥費部分，平均增加多元氯化鋁(PAC)
加藥量以 10ppm 計，PAC 比重約 1.2，單價約為 5 元/kg，每年大度堰原

水濁度超過 200NTU 之時間約 100 天，若以日處理水量 60 萬 CMD 計，

則每年藥品 PAC 加藥費用約需增加 360 萬元，因加藥所增加之淤泥量

約 300 噸(含水率以 70%計)，淤泥餅清運處置單價以 700 元/噸計，因加

藥增加之淤泥餅清運處置費約 21 萬元。 

另在進流原水濁度大於 600NTU(懸浮固體物濃度約為

1,000mg/L)時，因所產生之淤泥無法排回取水之水體，若每年發生時間

以 7 天計，當時平均懸浮固體物濃度為 1,200mg/L(假設進水懸浮固體物

濃度為 1,500mg/L，處理後出水懸浮固體物濃度為 300mg/L，所以成為

淤泥之懸浮固體物濃度以 1,200mg/L 計)，每日處理水量仍採 60 萬

CMD，淤泥餅含水率採 70%，總計將增加淤泥餅 7,200 噸，淤泥餅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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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單價以 700 元/噸計，則因淤泥無法排回取水水體所增加之淤泥餅清

運處置費每年約為 504 萬。 

綜上分析，本計畫初步沉澱池設置於堰址附近後，相較不設本初步

沉澱池由各用水戶淨水場自行處理，每年至少可節省營運成本中之藥品

費及淤泥餅清運處置費共 885 萬元。 

4.7 本計畫與加藥處理方案效益概評 

由於本計畫初步沉澱池規畫係不加藥操作，所以沉澱池採二段設

計，且需有較長之水力停留時間以供粒徑較小之懸浮固體物沉澱，因此

沉澱池的尺寸及容積較大，致初設工程成本較高，但因採不加藥操作，

相對的營運成本較低。 

但若為降低初設工程成本，則可改採化學混凝沉澱處理流程，以本

計畫特性而言，將可減少一段沉澱池之設置，但需加設快混及膠凝池，

池內設有快混機及 3 段膠凝機，其水力停留時間約 30 分鐘，而傾斜管

沉澱池之水力停留可由 2 小時縮短為 1.5 小時，此外需增加 90m3藥劑桶

槽 3 個及加藥機房 1 間； 另在淤泥處理部分，因所產生淤泥已無法排

回烏溪，所以在高濁度時所產生之淤泥需有地方可貯存，因此泥砂處理

池之容積再增加 50%，。 

依前之分析，若改採化學混凝沉澱處理流程，化學混凝沉澱池直接

工程費約 11 億 6,000 萬元，間接工程費為 1 億 7,400 萬元，工程預備費

為 2億 3,200萬元，物價調整費 2,000萬元，合計工程建造費為 15億 8,600
萬元，另規畫設計作業費 3,500 萬元，而用地約可減少 1 公頃，所以用

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為 3 億 1,500 萬元，合計計畫成本為 19 億 3,600
萬元，較初步沉澱池計畫成本減少 3 億 7,250 萬元。 

但採化學混凝沉澱之營運成本較初步沉澱池為高，其中需增加藥劑

費用，若多元氯化鋁(PAC) 平均加藥量以 20ppm 計，PAC 比重約 1.2，
單價約為 5 元/kg，每年大度堰原水濁度超過 200NTU 之時間約 100 天，

若以日處理水量 60 萬 CMD 計，則每年藥品 PAC 加藥費用約需增加 720
萬元，因加藥所增加之淤泥量約 600 噸(含水率以 70%計)，淤泥餅清運

處置單價以 700 元/噸計，因加藥增加之淤泥餅清運處置費約 4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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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前所估計，因淤泥無法排回取水水體所增加之淤泥餅清運處置費約

為 504 萬；此外，快混機、膠凝機及加藥機的運轉將會增加全廠之固定

及流動電費，預估每年所需增加之電費約 240 萬元。 

所以當採用化學混凝沉澱流程時，每年營運成本(以引水處理 100
天計)將較初步沉澱池增加 1,506 萬元，但若烏溪水體中濁度持續升高及

高濁度天數增加時，二者營運成本差距將會更大，其比較如表 4-6。 

表 4-6 初步沉澱池及化學混凝沉澱池營運成本比較表 
初步沉澱池 化學混凝沉澱池 

項次 工  作  項  目 單位 
 數量   單   價  複   價   數量   單   價  複   價  

一、 人事費                         

1. 場長 人年 1 1,050,000 1,050,000 1 1,050,000 1,050,000 

2. 組長 人年 2 840,000 1,680,000 2 840,000 1,680,000 

3. 領班 人年 2 700,000 1,400,000 2 700,000 1,400,000 

4. 操作維護技術人員 人年 15 560,0000 8,400,000 15 560,000 8,400,000 

  小計  12,530,000  12,530,000 

二、 行政管理費 (約人

事費之 20%)      式 1 2,506,000 2,506,000 1 2,506,000 2,506,000 

三、 電力費           式 1 4,800,000 4,800,000 1 7,200,000 7,200,000 

四、 水費            式 1 120,000 120,000 1 120,000 120,000 

五、 PAC 藥品費 T 0 5,000 0 1,440 5,000 7,200,000

五、 淤泥餅清理處置費 T 124,000 700 86,800,000 131,800 700 92,260,000 

六、 維護保養及修繕費 式 1 8,300,000 8,300,000 1 8,300,000 8,300,000 

  合計       115,056,000     130,1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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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及建議 

5.1 規畫結論 

一、研擬出水水質：考量本計畫用水單位之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四期彰

化二林園區，其最大日用水量約為 20 萬 CMD，約佔全計畫四分之

一用水量，可能之原水水質需求為濁度低於 200NTU，因此本計畫

暫以提供出水水質之濁度低於 200NTU 為目標進行規畫。 

二、初步沉澱池使用效益：當大度堰原水濁度為 200NTU 時，原水中懸

浮固體物濃度約為 342mg/L，對應烏溪之流量約為 115CMS，烏溪

大度橋流量達 115CMS 以上之時間約佔全年之 27%，即約每年 99
天，所以初步沉澱池每年約有三個月以上的時間會進水處理。 

三、計畫需求： 

(一) 規劃水量：採最大日水量 80 萬 CMD。 

(二) 規劃設計進水水質上限：濁度 1,800NTU。 

(三) 規劃引水基準水質：原水濁度超過 200NTU，即引水進流沉澱池

單元。 

(四) 規劃出水水質：出水濁度小於 200NTU。 

四、規畫流程：原水經分水井分水後依續進流第一段沉澱池及傾斜管沉

澱池處理後，以出流管流至量水池，經量水後再以總出流管接至輸

水專管出水至用水戶；各沉澱池產生之淤泥輸送至泥砂會合井，當

濁度高時排放至烏溪，當濁度低時送往泥砂處理池，淤泥滲出水及

溢流水以溢流管排至沉澱池分水井。 

五、水理分析：本計畫的水理以能重力接入輸水專管為目標進行分析，

輸水專管預計接入點的水頭約為 12.5m，水理分析將以最大日設計

水量 800,000CMD 計算，在本計畫最上游端為進流渠道，接受來自

大度堰之原水，渠道內攔污柵前水位約為 16.32m。 

六、建議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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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繞流設定條件：原水濁度小於 200NTU 時，繞流第一段及傾斜管

沉澱池；原水濁度小於 300NTU 時，繞流第二段傾斜管沉澱池。 

(二) 泥砂處理條件：原水濁度低於 200NTU 時，沉澱池單元不引水進

流，不會產生淤泥；原水濁度大於 600NTU 時，沉澱池產生之泥

砂排回烏溪；原水濁度小於 600NTU 時，沉澱池產生淤泥需留置

岸上處理。 

七、用地需求：本計畫場址所需總面積約 7.3 公頃以上，為利銜接輸水

專管，場址建議設於大度堰西南側之菜公寮堤防內農地，預定場址

東西長約 324m，南北寬介於 217~234m。 

八、計畫成本推估：直接工程費約 13 億 9,000 萬元，間接工程費為 2 億

850 萬元，工程預備費為 2 億 7,800 萬元，，物價調整費 2,500 萬元，

合計工程建造費為 19 億 150 萬元，另規畫設計作業費 4,200 萬元、

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為 3 億 6,500 萬元，合計本計畫成本為 23
億 850 萬元。 

九、預估工期：本計畫總時程預估為 4 年整。 

十、營運費用費推估：營運費用分析以初步沉澱池每年進水操作約 100
天為基準，年營運費用約 1 億 1,505 萬，若以平均日處理水量(含輸

水及淨水損耗)66 萬 CMD 計，其單位處理成本為 0.48/m3，但若僅

以每年 100 天進水處理之水量計，其單位處理成本則為 1.74/m3。 

5.2 後續辦理建議 

一、本計畫之處理目標涉及各用水單位用水水質需求，且影響初設及營

運成本，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相關成本應由各用水單位分攤，

所以成本高低又將影響用水單位使用意願，為使本計畫能符合使用

端的需求，以發揮最大的效益，建議應邀集各用水單位共同研商用

水水質需求，並達成共識以作為後續規畫設計之依據。 

二、本計畫所產生泥砂之後續處理方式，對本計畫辦理效益、規畫方向、

初設及營運成本等影響甚鉅，目前相關法規並無太明確之規範，僅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 47 條規定，自來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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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原水懸浮固體濃度超過每 2,000mg/L 或濁度超過 2,000NTU，

得直接排放取水水體，但若以此規定作為本計畫泥砂後續處理方

式，恐將大幅減低本計畫效益，且淤泥處理相關設施規模需予配合

而增加處理成本，所以建議應先向各主關權責機關澄清本計畫所產

生泥砂後續處理原則及方式。 

三、由於目前所能蒐集資料來源，多來自各環境或水利單位之監測資

料，多數是長期監測資料，其優點是樣本數多，可供研判趨勢及瞭

解歷史背景之用；但其缺點係多數監測頻率偏低，無法反應連續或

延時狀態，且缺乏近年監測資料，致無法確實反應烏溪水體現況，

建議未來應再強化有關烏溪流量、濁度及懸浮固體物之連續監測、

溢流率與懸浮固體物去除率關係檢討及上澄液粒徑分析等，提供充

分樣本數及數據，以作後續分析檢討及規劃設計之用。 



 

  

 

 

 

 

 

 

附錄一 功能計算書 



設計處理量 :
最大處理量Q = 800,000           CMD = 9.26 CMS

受水井================================================

(1) 設計準則 :
停留時間DT = 30 sec

池    數 = 1 池
(2) 計算 :
設計最大處理量 = 800,000           CMD = 9.26 CMS
池    數 = 1 池
DT 為 = 30 sec
所需體積 V = 9.26 × 30 = 277.8 m3

池長採 = 10.0 m
池寬採 = 10.0 m
水深 = 3.5 m
池體積 = 10.0 × 10.0 × 3.5 1

= 350.0 m3 > 277.8 m3 (O.K)
停留時間DT = 350.0 / 800,000       × 24 × 3600

= 37.8 sec > 30 sec (O.K)

第一段沉澱池================================================

(1) 設計準則 :
停留時間DT = 1.5 hr
堰負荷 = 300 CMD/m
池    數 = 40 池

    (2)計算:
設計最大處理量 = 800,000           CMD = 9.26 CMS
池體積 = 800,000           / 40 / 24 × 1.5

= 1,250.0 m3

設池長 = 50.0 m
平均水深 = 5.0 m
最小池寬 = 1,250.0 / 50.0 / 5.0 = 5.0 m
設計寬度 = 6.0 m
實際面積 = 50.0 × 6.0 = 300.0 m2

每池 V = 300.0 × 5.0 = 1,500.0 m3

停留時間 DT = 1,500.0 × 40 × 24 / 800,000       
= 1.8 hr (O.K)

沈澱池尺寸為 = 50.0 × 6.0 × 5.0 (水深)
每池出水量 = 800,000           / 40 = 20,000       CMD
每池所需堰長 = 20,000             / 300 = 66.7 m
每池實際堰長 = 4.8 × 8 組 × 2

= 76.8 m
實際堰負荷 = 20,000.0 / 76.8 = 260.4 CMD/m

O.K

傾斜管沈澱池================================================

附錄一　　大 度 堰 初 步 沉 澱 池 功 能 計 算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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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準則 :
表面溢流率 = 90 CMD/m2

傾斜管約佔沉澱池表面積 = 75%
停留時間DT = 1.5 hr
堰負荷 = 180 CMD/m
池    數 = 40 池

    (2)計算:
設計最大處理量 = 800,000           CMD = 9.26 CMS
傾斜管面積 = 800,000           / 40 / 90 = 222.2
需要傾斜管長 = 37.5 m
傾斜管寬 = 222.2 / 37.5 = 5.9 m
實際寬度 = 6.0 m
實際溢流率 = 20000 / 6.00 / 37.5 = 88.9
矩形沈澱池面積 = 225.0 / 75% = 300.0 m2

寬度採用 6.0 m
長度採用 = 50.0 m
實際面積 = 6.0 × 50.0 = 300.0 m2

平均水深 = 5.0 m
每池 V = 300.0 × 5.0 = 1,500.0 m3

停留時間 DT = 1,500.0 × 40 × 24 / 800,000       
= 1.8 hr (O.K)

沈澱池尺寸為 = 50.0 × 6.0 × 5.0 (水深)
每池出水量 = 800,000           / 40 = 20,000       CMD
每池所需堰長 = 20,000             / 180 = 111.1 m
每池實際堰長 = 4.8 × 12 組 × 2

= 115.2 m
實際堰負荷 = 20,000             / 115.2 = 173.6 CMD/m

O.K

泥砂會合井================================================

(1) 設計準則 :
停留時間DT = 15 min
池    數 = 1 池

(2) 設計淤泥量 :
設計最大處理量 = 800,000           CMD = 9.26 CMS
進水懸浮固體物濃度 = 3,000               mg/L
出水懸浮固體物濃度 = 300                 mg/L
淤泥濃度 = 10%
淤泥量 = 2,700               × 800,000       / 1,000,000  / 10%

= 21,600             CMD = 15.0 CMM
(3) 計算 :
所需體積 V = 15.0 × 15 = 225.0 m3

池長採 = 8.0 m
池寬採 = 8.0 m
水深 = 3.6 m
池體積 = 8.0 × 8.0 × 3.6

= 230.4 m3 > 225.0 m3 (O.K)
停留時間DT = 230.4 / 21,600         × 24 × 60

= 15.4 min > 15 mi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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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砂處理池================================================

(1) 設計準則 :
停留時間DT = 30 天
池    數 = 4 池

(2) 設計淤泥量 :
設計處理量 = 660,000           CMD = 7.64 CMS
進水懸浮固體物濃度 = 700                 mg/L
出水懸浮固體物濃度 = 300                 mg/L
淤泥餅含水率 = 70%
淤泥餅比重 = 1.40
淤泥餅量 = 400                 × 660,000       / 1,000,000  / 30%

= 880                 CMD
(3) 計算 :
所需體積 V = 880                  × 30 = 26,400         m3

每池所需體積 V = 26,400             / 4 = 6,600           m3

池長採 = 60.0 m
池寬採 = 35.0 m
水深 = 3.2 m
池體積 = 60.0 × 35.0 × 3.2

= 6720.0 m3 > 6600.0 m3 (O.K)
停留時間DT = 6720.0 × 4                  / 880

= 30.5 天 > 30 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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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水理分析計算書 



1.總出水管(銜接至輸水專管)

輸水專管水頭  = 12.500 m
總流量Q  = 800000  CMD  = 9.259  CMS

 總出水管採用 24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2400  mm∮  90°彎管 9.259 2.0467 0.2135 0.3 3 0.192
2400  mm∮ (直管) 9.259 2.0467 0.2135 0.0084 50 0.090
2400  mm∮ 進  口 9.259 2.0467 0.2135 0.5 1 0.107

    合    計 0.389 m
量水池水位  = 12.500 + 0.389 = 12.889 m

2.量水池

量水池堰後水位  = 12.889 m
堰頂標高  = 12.950 m

銳緣平頂堰計算

公       式   :     Q =1.84 ×B×H^(3/2)
 流量Q  = 9.259  CMS
  堰寬B  = 12.000 m

堰頂水深H  = 0.560 m
量水池堰前水位  = 13.510 m

3.出流管

量水池堰前水位  = 13.510 m
總流量Q  = 800000  CMD  = 9.259  CMS

出流管數量  = 2
每一出流管流量Q1  = 400000  CMD  = 4.630  CMS

 出流管採用 18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1800  mm∮ 出  口 4.630 1.8193 0.1687 1.0 1 0.169
1800  mm∮  90°彎管 4.630 1.8193 0.1687 0.3 2 0.101
1800  mm∮ (直管) 4.630 1.8193 0.1687 0.0113 110 0.209
1800  mm∮ 進  口 4.630 1.8193 0.1687 0.5 1 0.084

    合    計 0.395 m
出水渠下游水位  = 13.510 + 0.395 = 13.905 m

4.出水渠

明渠轉彎損失計算

                 V^2
公       式   :  h = K  ────

                 2 g

附錄二　　大 度 堰 初 步 沉 澱 池 水 力 計 算 書

附錄二-1 F:\9F-COPYROM\6633C\6633C大度堰水理計算書990220



K  = 1.5
流量Q  = 4.630  CMS

明渠尺寸  = 2.400   M W  X  M H
明渠轉彎後水位  = 13.905 m

明渠底標高  = 10.400 m
明渠水深  = 3.505 m

水斷面積A  = 2.400 X 3.505 = 8.412  ㎡
明渠流速=Q/A  = 4.630 / 8.412 = 0.550  M / sec

0.550 ^2
水頭損失h  = 1.5 x ────── = 0.023 m

2 X 9.81
明渠轉彎前水位= 13.905 + 0.023 = 13.928 m

明渠計算

公       式   :     1
           V  =  ─── R^(2/3)x S^0.5

    n
           R  =  A / P
           Q  =  A V

            nQ  A
          HL  = SxL= (───)^2(──)^(-4/3) x L

             A  P
流量Q  = 4.630  CMS

明渠尺寸  = 2.4   M W  x  M H
明渠下游水位  = 13.928 m

明渠底標高  = 10.400 m
明渠下游水深  = 3.528  M

     Q^2
臨界水深Yc  =  [────]^(1/3)= 0.724 m

   B^2 g
    明渠下游水深 - 臨 界 水 深 Yc = 2.80 m

故明渠下游水深  = 3.528 m
粗糙係數n  = 0.013
水斷面積A  = 8.467  ㎡

水潤周P  = 9.456 m
渠道長度L  = 125 m

0.013 x 4.630 8.467
水頭損失HL  =  (─────────────────  ) ^2 x( ──── )^(-4/3)x 125

8.467 9.456
              = 0.00732  M

明渠上游水位  = 10.400 + 3.528 + 0.007
= 13.935 m

渠道內水深  = 3.535 m 流速 V= 0.546 M/S

明渠轉彎損失計算

                 V^2
公       式   :  h = K  ────

                 2 g
K  = 1.5

流量Q  = 4.630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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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渠尺寸  = 2.400   M W  X  M H
明渠轉彎後水位  = 13.935 m

明渠底標高  = 10.400 m
明渠水深  = 3.535 m

水斷面積A  = 2.400 X 3.535 = 8.485  ㎡
明渠流速=Q/A  = 4.630 / 8.485 = 0.546  M / sec

0.546 ^2
水頭損失h  = 1.5 x ────── = 0.023 m

2 X 9.81
明渠轉彎前水位= 13.935 + 0.023 = 13.958 m

5. 傾斜管沉澱池

流量Q  = 9.259  CMS
沉澱池  = 20 池

每池流量Q1  = 9.259 / 20 = 0.463 CMS
每池孔口數  = 2 個

A.孔口突然收縮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0.5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下游水位  = 13.958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400 m
孔口下游水深  = 13.958 - 13.400 = 0.558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下游水斷面積  = 0.600 X 0.558 = 0.335  ㎡
孔口下游水流速V  = 0.231 / 0.335 = 0.691  M /sec

0.691 ^2
水頭損失HL  = 0.5 X ────── = 0.012 m

2 X 9.81
孔口水位   = 13.958 + 0.012 = 13.970 m

B.孔口突然擴大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1.0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水位  = 13.970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400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處水斷面積  = 0.600 X 0.570 = 0.342  ㎡
孔口處水流速V  = 0.231 / 0.342 = 0.676  M /sec

0.676 ^2
水頭損失HL  = 1 x ────── = 0.023 m

2 X 9.81
孔口上游水位  = 13.970 + 0.023 = 13.99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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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渠計算

公       式   :     1
           V  =  ─── R^(2/3)x S^0.5

    n
           R  =  A / P
           Q  =  A V

            nQ  A
          HL  = SxL= (───)^2(──)^(-4/3) x L

             A  P
流量Q  = 0.231  CMS

明渠尺寸  = 1.200   M W  x  M H
明渠下游水位  = 13.994 m

明渠底標高  = 13.400 m
明渠下游水深  = 0.594  M

     Q^2
臨界水深Yc  =  [────]^(1/3)= 0.156 m

   B^2 g
    明渠下游水深 - 臨 界 水 深 Yc = 0.438 m

故明渠下游水深  = 0.594 m
粗糙係數n  = 0.013
水斷面積A  = 0.712  ㎡

水潤周P  = 2.387 m
渠道長度L  = 31.500 m

0.013 x 0.231 0.712
水頭損失HL  =  (─────────────────  ) ^2 x( ──── )^(-4/3)x 31.5

0.712 2.387
              = 0.003 m

明渠上游水位  = 13.400 + 0.594 + 0.003
= 13.997 m

渠道內水深  = 0.597 m 流速 V= 0.323 M/S

集水支槽A數目  = 12 組

集水支槽A堰長  = 2.400  × 2 = 4.800 m
集水支槽B數目  = 12 組

集水支槽B堰長  = 2.400  × 2 = 4.800 m
堰總長  = 115.200 m

單位堰負荷q  = 0.231 / 115.200 = 0.002 m3/m/s
= 174 CMD/m

溢流堰型式 :  銳緣90V形堰
銳緣90V堰計算

公       式   :     Q =1.4 H^(5/2)
每池流量Q  = 0.231  CMS

每池堰長  = 115.200 m
90V形堰間距  = 0.150 m
溢流堰邊數N  = 2 邊

每池V形堰數量  = 1536 個 ,採用 1536 個

每個V形堰  q = 0.231 / 1536 = 0.00015  CMS
堰頂水深H=[q'/ 1.4]^(2/5)  = 0.023 m

堰頂標高  = 14.050 m
堰頂水位  = 14.050 + 0.023 = 14.07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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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池內水位= 14.073 m

6. 中間渠

A.孔口突然收縮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0.5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下游水位  = 14.073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550 m
孔口下游水深  = 14.073 - 13.550 = 0.523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下游水斷面積  = 0.600 X 0.523 = 0.314  ㎡
孔口下游水流速V  = 0.231 / 0.314 = 0.737  M /sec

0.737 ^2
水頭損失HL  = 0.5 X ────── = 0.014 m

2 X 9.81
孔口水位   = 14.073 + 0.014 = 14.087 m

B.孔口突然擴大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1.0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水位  = 14.087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550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處水斷面積  = 0.600 X 0.537 = 0.322  ㎡
孔口處水流速V  = 0.231 / 0.322 = 0.718  M /sec

0.718 ^2
水頭損失HL  = 1 x ────── = 0.026 m

2 X 9.81
孔口上游水位  = 14.087 + 0.026 = 14.113 m

明渠轉彎損失計算

                 V^2
公       式   :  h = K  ────

                 2 g
K  = 1.5

流量Q  = 4.630  CMS
明渠尺寸  = 2.400   M W  X  M H

明渠轉彎後水位  = 14.113 m
明渠底標高  = 10.550 m

明渠水深  = 3.563 m
水斷面積A  = 2.400 X 3.563 = 8.552  ㎡

明渠流速=Q/A  = 4.630 / 8.552 = 0.541  M / sec
0.541 ^2

水頭損失h  = 1.5 x ────── = 0.022 m
2 X 9.81

附錄二-5 F:\9F-COPYROM\6633C\6633C大度堰水理計算書990220



明渠轉彎前水位= 14.113 + 0.022 = 14.136 m

明渠轉彎損失計算

                 V^2
公       式   :  h = K  ────

                 2 g
K  = 1.5

流量Q  = 4.630  CMS
明渠尺寸  = 2.400   M W  X  M H

明渠轉彎後水位  = 14.136 m
明渠底標高  = 10.550 m

明渠水深  = 3.586 m
水斷面積A  = 2.400 X 3.586 = 8.606  ㎡

明渠流速=Q/A  = 4.630 / 8.606 = 0.538  M / sec
0.538 ^2

水頭損失h  = 1.5 x ────── = 0.022 m
2 X 9.81

明渠轉彎前水位= 14.136 + 0.022 = 14.158 m

7.第一段沉澱池

流量Q  = 9.259  CMS
沉澱池  = 20 池

每池流量Q1  = 9.259 / 20 = 0.463 CMS
每池孔口數  = 2 個

A.孔口突然收縮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0.5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下游水位  = 14.158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600 m
孔口下游水深  = 14.158 - 13.600 = 0.558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下游水斷面積  = 0.600 X 0.558 = 0.335  ㎡
孔口下游水流速V  = 0.231 / 0.335 = 0.692  M /sec

0.692 ^2
水頭損失HL  = 0.5 X ────── = 0.012 m

2 X 9.81
孔口水位   = 14.158 + 0.012 = 14.170 m

B.孔口突然擴大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1.0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水位  = 14.170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600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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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口處水斷面積  = 0.600 X 0.570 = 0.342  ㎡
孔口處水流速V  = 0.231 / 0.342 = 0.677  M /sec

0.677 ^2
水頭損失HL  = 1 x ────── = 0.023 m

2 X 9.81
孔口上游水位  = 14.170 + 0.023 = 14.193 m

集水渠計算

公       式   :     1
           V  =  ─── R^(2/3)x S^0.5

    n
           R  =  A / P
           Q  =  A V

            nQ  A
          HL  = SxL= (───)^2(──)^(-4/3) x L

             A  P
流量Q  = 0.231  CMS

明渠尺寸  = 1.200   M W  x  M H
明渠下游水位  = 14.193 m

明渠底標高  = 13.600 m
明渠下游水深  = 0.593  M

     Q^2
臨界水深Yc  =  [────]^(1/3)= 0.156 m

   B^2 g
    明渠下游水深 - 臨 界 水 深 Yc = 0.437 m

故明渠下游水深  = 0.593 m
粗糙係數n  = 0.013
水斷面積A  = 0.712  ㎡

水潤周P  = 2.387 m
渠道長度L  = 23.500 m

0.013 x 0.231 0.712
水頭損失HL  =  (─────────────────  ) ^2 x( ──── )^(-4/3)x 23.5

0.712 2.387
              = 0.002 m

明渠上游水位  = 13.600 + 0.593 + 0.002
= 14.196 m

渠道內水深  = 0.596 m 流速 V= 0.324 M/S

集水支槽A數目  = 8 組

集水支槽A堰長  = 2.400  × 2 = 4.800 m
集水支槽B數目  = 8 組

集水支槽B堰長  = 2.400  × 2 = 4.800 m
堰總長  = 76.800 m

單位堰負荷q  = 0.231 / 76.800 = 0.003 m3/m/s
= 260 CMD/m

溢流堰型式 :  銳緣90V形堰
銳緣90V堰計算

公       式   :     Q =1.4 H^(5/2)
每池流量Q  = 0.231  CMS

每池堰長  = 76.8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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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V形堰間距  = 0.150 m
溢流堰邊數N  = 2 邊

每池V形堰數量  = 1024 個 ,採用 1024 個

每個V形堰  q = 0.231 / 1024 = 0.00023  CMS
堰頂水深H=[q'/ 1.4]^(2/5)  = 0.027 m

堰頂標高  = 14.250 m
堰頂水位  = 14.250 + 0.027 = 14.277 m

沉澱池內水位= 14.277 m

8. 分水渠

A.孔口突然收縮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0.5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下游水位  = 14.277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750 m
孔口下游水深  = 14.277 - 13.750 = 0.527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下游水斷面積  = 0.600 X 0.527 = 0.316  ㎡
孔口下游水流速V  = 0.231 / 0.316 = 0.732  M /sec

0.732 ^2
水頭損失HL  = 0.5 X ────── = 0.014 m

2 X 9.81
孔口水位   = 14.277 + 0.014 = 14.291 m

B.孔口突然擴大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1.0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231  CMS

孔口水位  = 14.291  M
孔口底部標高  = 13.750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處水斷面積  = 0.600 X 0.541 = 0.325  ㎡
孔口處水流速V  = 0.231 / 0.325 = 0.713  M /sec

0.713 ^2
水頭損失HL  = 1 x ────── = 0.026 m

2 X 9.81
孔口上游水位  = 14.291 + 0.026 = 14.317 m

明渠轉彎損失計算

                 V^2
公       式   :  h = K  ────

                 2 g
K  = 1.5

流量Q  = 4.630  CMS
明渠尺寸  = 2.400   M W  X  M H

明渠轉彎後水位  = 14.31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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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渠底標高  = 10.550 m
明渠水深  = 3.767 m

水斷面積A  = 2.400 X 3.767 = 9.040  ㎡
明渠流速=Q/A  = 4.630 / 9.040 = 0.512  M / sec

0.512 ^2
水頭損失h  = 1.5 x ────── = 0.020 m

2 X 9.81
明渠轉彎前水位= 14.317 + 0.020 = 14.337 m

明渠轉彎損失計算

                 V^2
公       式   :  h = K  ────

                 2 g
K  = 1.5

流量Q  = 4.630  CMS
明渠尺寸  = 2.400   M W  X  M H

明渠轉彎後水位  = 14.337 m
明渠底標高  = 10.550 m

明渠水深  = 3.787 m
水斷面積A  = 2.400 X 3.787 = 9.089  ㎡

明渠流速=Q/A  = 4.630 / 9.089 = 0.509  M / sec
0.509 ^2

水頭損失h  = 1.5 x ────── = 0.020 m
2 X 9.81

明渠轉彎前水位= 14.337 + 0.020 = 14.357 m

9.分流管

分水渠水位  = 14.357 m
總流量Q  = 800000  CMD  = 9.259  CMS

分流管數量  = 2
每一分流管流量Q1  = 400000  CMD  = 4.630  CMS

 出流管採用 18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1800  mm∮ 出  口 4.630 1.8193 0.1687 1.0 1 0.169
1800  mm∮  90°彎管 4.630 1.8193 0.1687 0.3 2 0.101
1800  mm∮ (直管) 4.630 1.8193 0.1687 0.0113 110 0.209
1800  mm∮ 進  口 4.630 1.8193 0.1687 0.5 1 0.084

    合    計 0.395 m
分水井下游水位  = 14.357 + 0.395 = 14.751 m

10.分水井

分水井堰後水位  = 14.751 m
堰頂標高  = 14.800 m

銳緣平頂堰計算

公       式   :     Q =1.84 ×B×H^(3/2)
 流量Q  = 4.630  CMS
  堰寬B  = 7.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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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頂水深H  = 0.506 m
分水井堰前水位  = 15.306 m

11.進流管

分水井水位  = 15.306 m
總流量Q  = 800000  CMD  = 9.259  CMS

 總出水管採用 24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2400  mm∮ 出  口 9.259 2.0467 0.2135 1.0 1 0.214
2400  mm∮  90°彎管 9.259 2.0467 0.2135 0.3 2 0.128
2400  mm∮ (直管) 9.259 2.0467 0.2135 0.0084 250 0.450
2400  mm∮ 進  口 9.259 2.0467 0.2135 0.5 1 0.107

    合    計 0.684 m
受水池水位  = 15.306 + 0.684 = 15.990 m

12.受水池及進流渠道

A.孔口突然收縮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0.5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4.630  CMS

受水池水位  = 15.990 m
孔口底部標高  = 14.000 m
孔口下游水深  = 15.990 - 14.000 = 1.990 m

孔口尺寸  = 2.400  M W   X  M H
孔口下游水斷面積  = 2.400 X 1.990 = 4.776  ㎡
孔口下游水流速V  = 4.630 / 4.776 = 0.969 m /sec

0.969 ^2
水頭損失HL  = 0.5 X ────── = 0.024 m

2 X 9.81
孔口水位   = 15.990 + 0.024 = 16.014 m

B.孔口突然擴大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1.0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4.630  CMS

孔口水位  = 16.014  M
孔口底部標高  = 14.000  M

孔口尺寸  = 2.400  M W   X  M H 
孔口處水斷面積  = 2.400 X 2.014 = 4.833  ㎡
孔口處水流速V  = 4.630 / 4.833 = 0.958  M /sec

0.958 ^2
水頭損失HL  = 1 x ────── = 0.047 m

2 X 9.81
進流渠道水位  = 16.014 + 0.047 = 16.06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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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流量Q  = 800000  CMD  = 9.259  CMS
攔污柵數量  = 2 組

每組攔污柵流量  = 4.630  CMS
攔污柵下游水位  = 16.061 m

 渠底高程  = 12.500 m
攔污柵渠寬  = 1.800 m

柵後水深  = 3.561 m
假設柵前水深  = 3.600 m

柵前流速  = 0.7144 m/sec
水流經攔污柵損失

攔污柵尺寸 :  
柵條寬  = 0.010 m
opening  = 0.025 m  

水流通率  = 0.714
間距數  = 51

  未阻塞時設柵間流速  = 1.009 m/sec
    ( 1.009 ^2 - 0.7144 ^2) 

    水流經攔污柵損失hl = ──────────────────────────
2 X 9.8 X 0.7

= 0.037 m
       即攔污柵下游水位 = 3.600 - 0.037 = 3.563 m
    50%阻塞時柵間流速 = 1.009 X 2 = 2.017 m/sec

  ( 2.017 ^2 - 0.7144  ^2 ) 
       水流經攔污柵損失hl = ──────────────────────────

2 X 9.8 X 0.7
= 0.259 m

       即攔污柵上游水位 = 16.061 + 0.259 = 16.320 m
        CHECK 柵前水深  = 3.820 m

13.主繞流管

量水池堰前水位  = 13.510 m
總流量Q  = 800000  CMD  = 9.259  CMS

 總出水管採用 24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2400  mm∮ 出  口 9.259 2.0467 0.2135 1.0 1 0.214
2400  mm∮  90°彎管 9.259 2.0467 0.2135 0.3 1 0.064
2400  mm∮ (直管) 9.259 2.0467 0.2135 0.0084 300 0.539
2400  mm∮ 進  口 9.259 2.0467 0.2135 0.5 1 0.107

    合    計 0.710 m
受水池水位  = 13.510 + 0.710

= 14.220 m ﹤   受水池水位= 15.990 m

14.繞流管

量水池堰前水位  = 13.510 m
每一繞流管流量Q1  = 400000  CMD  = 4.630  CMS

 總出水管採用 24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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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2400  mm∮ T管 4.630 1.0234 0.0534 1.0 1 0.053
2400  mm∮  90°彎管 4.630 1.0234 0.0534 0.3 1 0.016
2400  mm∮ (直管) 4.630 1.0234 0.0534 0.0084 80 0.036
2400  mm∮ (直管) 4.630 1.0234 0.0534 0.0084 145 0.065
2400  mm∮ T管 4.630 1.0234 0.0534 0.2 1 0.011
2400  mm∮ (直管) 9.259 2.0467 0.2135 0.0084 80 0.144
2400  mm∮ 進  口 9.259 2.0467 0.2135 0.5 1 0.107

    合    計 0.432 m
中間渠水位  = 13.510 + 0.432

= 13.942 m ﹤   中間渠水位= 14.113 m

15.泥砂處理池

泥砂處理池水深  = 3.200 m
分水井水位  = 15.306 m

上澄液流量Q  = 8740  CMD  = 0.101  CMS
 上澄/溢流管採用 5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500  mm∮ 出  口 0.101 0.5152 0.0135 1.0 1 0.014
500  mm∮ T管 0.101 0.5152 0.0135 1.0 1 0.014
500  mm∮ T管 0.101 0.5152 0.0135 0.2 3 0.008
500  mm∮  90°彎管 0.101 0.5152 0.0135 0.3 3 0.012
500  mm∮ (直管) 0.101 0.5152 0.0135 0.0800 160 0.173
500  mm∮ 進  口 0.101 0.5152 0.0135 0.5 1 0.007

    合    計 0.192 m
砂床面高程  = 15.306 + 0.192 = 15.498 m

泥砂處理池水位  = 15.498 + 3.200 = 18.698 m

16.泥砂接合井

泥砂處理池水位  = 18.698 m
溢流流量Q  = 9300  CMD  = 0.108  CMS

A.孔口突然收縮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0.5 (─── )

                     2 g
每池孔口數  = 2

每一孔口流量Q2  = 0.054  CMS
孔口下游水位  = 18.698 m
孔口底部標高  = 18.150 m
孔口下游水深  = 18.698 - 18.150 = 0.548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下游水斷面積  = 0.600 X 0.548 = 0.329  ㎡
孔口下游水流速V  = 0.054 / 0.329 = 0.164  M /sec

0.164 ^2
水頭損失HL  = 0.5 X ────── = 0.001 m

2 X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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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口水位   = 18.698 + 0.001 = 18.698 m

B.孔口突然擴大之計算

                    V^2
公       式   :     h = 1.0 (─── )

                     2 g
每一孔口流量Q2  = 0.054  CMS

孔口水位  = 18.698  M
孔口底部標高  = 18.150  M

孔口尺寸  = 0.600  M W   X  M H 
孔口處水斷面積  = 0.600 X 0.548 = 0.329  ㎡
孔口處水流速V  = 0.054 / 0.329 = 0.164  M /sec

0.164 ^2
水頭損失HL  = 1 x ────── = 0.001 m

2 X 9.81
孔口上游水位  = 18.698 + 0.001 = 18.700 m

明渠轉彎損失計算

                 V^2
公       式   :  h = K  ────

                 2 g
K  = 1.5

流量Q  = 0.108  CMS
明渠尺寸  = 1.250   M W  X  M H

明渠轉彎後水位  = 18.700 m
明渠底標高  = 17.700 m

明渠水深  = 1.000 m
水斷面積A  = 1.250 X 1.000 = 1.250  ㎡

明渠流速=Q/A  = 0.108 / 1.250 = 0.086  M / sec
0.086 ^2

水頭損失h  = 1.5 x ────── = 0.001 m
2 X 9.81

明渠轉彎前水位= 18.700 + 0.001 = 18.700 m

明渠計算

公       式   :     1
           V  =  ─── R^(2/3)x S^0.5

    n
           R  =  A / P
           Q  =  A V

            nQ  A
          HL  = SxL= (───)^2(──)^(-4/3) x L

             A  P
流量Q  = 0.108  CMS

明渠尺寸  = 1.250   M W  x  M H
明渠下游水位  = 18.700 m

明渠底標高  = 17.700 m
明渠下游水深  = 1.000  M

     Q^2
臨界水深Yc  =  [────]^(1/3)= 0.09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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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g
    明渠下游水深 - 臨 界 水 深 Yc = 0.909 m

故明渠下游水深  = 1.000 m
粗糙係數n  = 0.013
水斷面積A  = 1.250  ㎡

水潤周P  = 3.251 m
渠道長度L  = 142.000 m

0.013 x 0.108 1.250
水頭損失HL  =  (─────────────────  ) ^2 x( ──── )^(-4/3)x 142

1.250 3.251
              = 0.001 m

明渠上游水位  = 17.700 + 1.000 + 0.001
= 18.701 m

渠道內水深  = 1.001 m 流速 V= 0.086 M/S

 輸泥管採用 5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500  mm∮ 出  口 0.108 0.5482 0.0153 1.0 1 0.015
500  mm∮  90°彎管 0.108 0.5482 0.0153 0.3 1 0.005
500  mm∮ (直管) 0.108 0.5482 0.0153 0.0800 50 0.061
500  mm∮ 進  口 0.108 0.5482 0.0153 0.5 1 0.008

    合    計 0.074 m
泥砂接合井水位  = 18.698 + 0.074 = 18.771 m

17.烏溪排放管

烏溪大度堰百年洪水位  = 11.500 m
流量Q  = 21600  CMD  = 0.250  CMS

 烏溪排放管採用 600 mm管徑

項    目 Q V V^2/2g K 數   量 Hf
( CMS ) (M /SEC) ( M ) ( f/D )   ( L ) ( M )

600  mm∮ 出口 0.250 0.8842 0.0398 1.0 1 0.040
600  mm∮  90°彎管 0.250 0.8842 0.0398 0.3 4 0.048
600  mm∮ (直管) 0.250 0.8842 0.0398 0.0347 600 0.830
600  mm∮ 進  口 0.250 0.8842 0.0398 0.5 1 0.020

    合    計 0.938 m
泥砂接合井水位  = 11.500 + 0.938

= 12.438 m ﹤   中間渠水位= 18.77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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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回覆 



 

  

 

大度堰初步沉澱池規劃期末報告(初稿) 

審查意見回覆表 

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一、林連山委員： 
(一)請先了解用水戶對水質的要求

標準?並依據其對水質之需求再來

研議需否設置沉澱池。 

大度堰推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預定有 4 個用水單位，分別為彰化

濱海工業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四

期彰化二林園區、國光石化園區及

彰化二林精密機械園區。 
其中中科二林園區係由臺灣自來水

公司代為籌辦淨水處理設施之規

設、施工及後續營管，其對原水水

質要求為濁度小於 200NTU；另二

林精機園區之用水目前正洽談由中

科二林園區淨水處理設施提供。 
此外，彰濱工業區現正研擬新設淨

水場，另國光石化園區依目前規

畫，亦將自設淨水處理設施，處理

大度堰原水後供應工業用水，惟均

尚未提出原水水質要求。 
期中報告(以下簡稱本報告)已依上

述水質要求，於第 2.3 節評估初步沉

澱池設置效益。 
(二)本案乃是拿原水來做為工業用

水之水源，雖然可能委託自來水公

司代為處理，其處理後的水質也可

能達到自來水的標準，但是，這些

處理後的水只能作工業用水使用，

而不作為飲用水使用，此點應說明

清楚。 

遵照辦理。將補充於期末報告第一

章說明。 

(三)有關財務及將來之營運成本應 初步沉澱池工程(以下簡稱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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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予以檢討，並事先向用水戶說明清

楚。 
財務及營運成本將於期末報告補

充。 
(四)由於每年超過 500mg/L 之時間

約 30 天，而且本計畫已設沉砂池，

究竟用水戶對這種水質的忍受程度

如何？亦應釐清。 

本計畫雖規畫有沉砂池，但主要係

去除水中粒徑大於 0.2mm 之粗砂，

依本工作對大度堰水體中固體物所

作之粒徑分析，粒徑大於 0.2mm 之

固體物約佔 2~5%，所以大部分固體

物仍需由後續設施處理。 
有關用水戶對水質忍受度之說明同

前。 
(五)有關污泥排放標準問題請再釐

清 
本工作留置岸上處理所產生之泥砂

係屬事業廢棄物，且因烏溪水質中

有機污染物濃度較高，其水體經沉

澱所產生之泥砂可能無法如集集專

用設施可標售，所以應依相關法規

清運處置。 
至於是否屬有害事業廢棄物，屆時

則需進行溶出試驗認定。 
(六)經過沉砂池後之濁度情況究竟

如何？請再查明 
本計畫規畫之沉砂池主要係去除水

中粒徑大於 0.2mm 之粗砂，約佔大

度堰水體中固體物 2~5%。 
(七)本案如屬用水戶居於營運考量

之需求而提出之要求，則因為有關

建設及營運之經費用水戶亦將分

攤，則居於用水端之需求，本案宜

積極考量予以納入辦理。 

謝謝指教。 

二、蘇炳勳委員： 
(一)大度堰初步沉澱池管理定位及

中水局目前角色，請釐清。本計畫

涉及工業用水管理機關與將來用水

人之權益，宜邀請參加，以期本計

本計畫為提供彰化縣內現有彰濱工

業區及新興中科四期二林園區、二

林精密機械園區、大城海埔地工業

區之產業用水，共 59.3 萬噸。依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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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畫順利推動。 政院(94/11/14)核示大度堰計畫辦理

原則：工業用水專用設施經費負擔

部份，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由

使用人負擔開發費用，以符合公平

正義之精神，以及行政院（84/9/16）
核定「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鋼

領」指示，工業用水專用供水設施

之營運與管理，由工業主管機關負

責。 
(二)本初步規劃之預期目標及後續

處理，請說明 
遵照辦理。將補列預期目標及後續

辦理建議。 
(三)請附整體供水系統，並說明其功

能 
本工作係為大度堰推動計畫之一

環，主要針對初步沉澱池進行規

畫，有關整體供水系統及其功能另

有報告詳述。 
(四)沉澱池設計功能係降低各用水

人降低原水處理成本或避免缺水風

險或兩者皆是。 

沉澱池設計功能主要目的係就近處

理原水中濁度及懸浮固體物，避免

下游淨水處理設施負荷過載而影響

出水水質，進而降低發生停止供水

的可能性；此外，採集中處理及泥

砂可就近排回取水水體，應亦有降

低成本之效。 
(五)排放河川時機依河川流量或河

川濃度，請確認。 
本工作建議爭取初步沉澱池泥砂排

放方式至少比照集集專用設施，以

減少留置岸上處理之廢棄物量及節

省營運成本。 
集集專用設施泥砂可排回濁水溪之

時機，依環評承諾係泥砂排放口下

游含泥砂濃度值不得高於上游含泥

砂濃度值 15%，所以集集專用設施

在排放口上下游各約 1 公里處設置

監測儀器，但其營運計畫係以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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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含泥砂濃度﹥1,000ppm 作為實際操

作模式。 
(六)設計標準（請考慮沉砂池沉降功

能），使用率與單位成本，應分析

供決策參考。 

本計畫所規畫之沉砂池主要係去除

水中粒徑大於 0.2mm 之粗砂，約佔

大度堰水體中固體物 2~5%，對初步

沉澱池之處理效益影響有限。 
有關初步沉澱池使用率已於第 2.3
節分析；期末報告將補充單位成本

推估。 
(七)自來水公司參與沉澱池營管，與

管理機關或用水人之關係如何？ 
依行政院政策指示辦理。 

(八)整體供水系統將來管理原則與

權責界面，與關發成本如何分擔。 
依行政院（84/9/16）核定「現階段

工業用水發展政策鋼領」指示，工

業用水專用供水設施之營運與管

理，由工業主管機關負責。 
(九)大於 300PPM 之流量與水質應

儘早持續觀測，以供後續設計需要。

謝謝指教。將建議納入下一階段工

作辦理。 
三、台灣自來水公司中區工程處周春煌： 
(一)報告中請增加初步沉澱池之功

能水理計算內容。 
遵照辦理。期末報告將補充功能及

水理計算書。 
(二) P19「其餘用水戶可能需由台灣

自來水公司營管之淨水場，經處理

大度堰原水後供應用水」，與目前

之狀況不相符，本公司目前只同意

接受中科管理局之託，代為辦理二

林基地淨水場之規劃、設計、施工

及操作營管，其餘新設之工業區所

需用水，本公司無能力辦理，故上

述措詞請酌予修改。 

期中報告 P18 提及國光石化園區可

能由廠商自設淨水處理設備。 
另其他 3 個用水戶中，中科二林園

區係由臺水公司代為籌辦淨水處理

設施之規設、施工及後續營管，而

彰濱及二林精機之用水，如前所

述，依目前用水戶規畫方向，亦可

能來自臺水公司營管之供水設施，

所以對原水水質要求應以中科二林

園區辦理現況為準，惟除中科二林

園區之用水辦理情形已確定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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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餘用水戶之辦理方式仍在規畫中，

所以本報告係依目前規畫方向研

判，並以可能之發展情勢分析提供

參考。 
(三) P20、21、22、23 集集攔河堰原

水之含砂粒徑分佈與大度堰之原水

含砂粒徑分佈截然不同，如果直接

引用集集堰之處理方式，可能會遭

致失敗，尤其小於 0.025mm 以下之

砂、土及沉泥，是無法藉由初步沉

澱池有效去除，一定要經由加藥混

凝、膠羽及傾斜管沉澱設備才能有

效袪除，尤其當高濁度時（1000NTU
以上），由其含砂粒徑分佈曲線可

知，所增加的懸浮固體物大部份來

自微細顆粒之沉泥，更無法藉由初

沉池之設備袪除，因此建議應保守

面對之，不要過度樂觀以免遭致失

敗。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於民國八十九年

二月至七月進行濁水溪林內進水口

段之採樣分析，集集攔河堰原水之

含砂粒徑分佈與大度堰之原水含砂

粒徑差距並不大，以泥砂濃度同為

3,000mg/L 時，集集原水及大度堰原

水中粒徑小於 0.006mm 之粉土累積

百分率分別為 29 及 35%，0.026mm
以下之黏土累積百分率分別為 74及
73%。 
有鑑於水體中泥砂粒徑較小，為提

高固體物去除率，所以本工作初步

沉澱池之停留時間，由集集專用設

施之 0.7 小時提高至 1.8 小時，以提

升處理效果，本報告依單顆粒沉澱

理論計算固體物理論去除率應可達

89%，應能符合本工作需求。 
(四) P31 在規劃報告中直接指定採

用『鋼索牽引單軌式』刮泥機欠妥

當！因為國內目前只有 1 家廠商製

造該型式之產品，如果直接指定必

定會遭致其他型式之廠商抗議，甚

至向檢調單位檢舉，徒增公務單位

之困擾，建議慎重處理。 

本報告原考量集集專用設施之刮泥

機營運狀況良好，所以建議刮泥機

型式可比照集集專用設施，但並未

直接指定，另該項設備目前國內應

已非僅 1 家廠商供應；惟因本工作

僅為初步規畫，且為避免誤解，所

以報告中將不再建議刮泥機型式。 
(五) P31 沉澱池之集水支渠負荷

率 ， 依 自 來 水 設 施 標 準 為 ﹤

350MD/M ，報告中定為 120 及

200CMD/M 偏低，提供參考。 

謝謝指教，沉澱池之集水支渠負荷

將酌予放寬至 180 及 300CM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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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六) P31 傾斜管之鋪設面積請勿超

過池總面積之 75%，且傾斜管區之

前後請留適當的緩衝區，以確保沉

澱效果。 

謝謝指教，傾斜管之鋪設面積將修

正為池總面積之 75%，並建議在傾

斜管區之前後保留適當緩衝區，以

確保沉澱效果。 
(七)以自來水公司的立場，絶對贊成

應興建本初步沉澱池，才能穩定淨

水場之出水功能。 

謝謝指教。 

四、本局計畫課鍾清源： 
(一)圖 2-4 流量與懸浮固體物關係

圖，R2 值太低(僅 0.4069)，是否具

代表意義，建請再酌。 

由於烏溪大度堰位址附近並無連續

測站，且能取得之監測資料有限，

所以本報告僅就所能蒐集資料進行

分析，以提供趨勢研判及初步參

考；所以建議本計畫下一階段應再

強化有關烏溪流量、濁度及懸浮固

體物等之連續監測，以提供充分樣

本數及數據，作為分析檢討及規劃

設計之用。 
(二) P19 將進流沉澱池處理之 SS 值

設定為 300ppm，此目標值，建議應

與用水單位及工業局研商決定。 

謝謝指教，目前建議之目標值，係

參考用水戶之一中科二林園區所

訂，另二個用水戶亦可能有相同需

求。 
沉澱池處理之目標值確應由各用水

戶研商決定後作為後續設計依據。 
(三) P20 泥砂排放模式為 SS 大於

1,000ppm，即將泥沙排回烏溪，是

否符合環保規定，請再釐清。如無

法排回河川，其污泥處理可能必須

以廢棄物處理，建議可考慮加藥處

理，以提升處理效率。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理辦法」第 47 條規定，自來水廠在

其 原 水 懸 浮 固 體 濃 度 超 過 每

2,000mg/L 或濁度超過 2,000NTU，

得直接排放。 
惟本工作初步沉澱池之定位應非屬

自來水廠，倘僅能於上述情形時方

能將泥砂排回烏溪，則本工作泥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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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處理設備之規模將加倍而大幅增加

初設成本，且留置岸上處理泥砂量

增加亦會提高營運成本，皆會使初

步沉澱池效益大幅降低，因此建議

應積極爭取初步沉澱池泥砂排放方

式至少比照集集專用設施。 
若要採加藥處理，因各用水單位對

處理水質要求不同，需以要求最高

水質為基準進行加藥，將浪費化學

藥劑，且泥砂無法排回河川，建議

應由各用水戶作進一步淨水處理時

再添加藥劑。 
(四)處理水質目標訂定，究以濁度

(NTU)或濃度 (ppm)較合適，因對沉

澱池工程之設計及功能效益評估影

響很大，建請檢討確定。 

本工作沉澱池處理之目標值建議應

由各用水戶研商決定，目前先參考

水質要求較明確之中科二林園區所

提 200NTU 水質標基準作為規畫目

標，因此先採 NTU 值進行規畫，但

亦標註在該濁度時之換算泥砂濃度

供參。 
(五)報告建議工程分 2 期，但如何分

期並未交代，且環評以 2 期或 1 期

提送，其處理水量、用地面積及產

生污泥量等亦會不同，建議補充。 

考量本工作階段性任務之特性，建

議採全期一次完成。 

(六)案如經檢討，工程效益倘確實不

大，是否可考量建議不做，以免投

資浪費。如政策指示要興建，亦應

將此結果，讓投資之用水人了解。 

有關使用效益分析已於本報告第

2.3 節檢討。 

(七)如檢討結果無設泥砂暫置區需

要，建議亦應於報告內說明本規劃

不設之理由。 

本工作留置岸上處理所產生之泥砂

係屬事業廢棄物，且因烏溪水質中

有機污染物濃度較高，其水體經沉

澱所產生之泥砂可能無法如集集專

用設施可標售，所以應依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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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清運處置，因此僅需發包合格廢棄

物清除處置廠商，較不易發生標售

不出需暫置場內之情形，為減少初

設成本，建議不設泥砂暫置區。 
上述分析將補充於期末報告。 

五、本局經管課： 
(一)有關沉澱池基地內部未來運棄

動線規劃，應考量配合基地外圍交

通動線。 

遵照辦理。 

(二)建議後續應辦理之濁度及懸浮

固體物連續監測工作細節，請先提

供本課參考。 

遵照辦理，將提出後續應辦理之濁

度及懸浮固體物連續監測工作之建

議供參。 
(三)會議審查意見回覆情形將來應

納入成果報告附件。 
遵照辦理。 

六、綜合決議：  
(一)期中報告原則認可。 知悉。 
(二)請顧問公司參考委員及與會代

表意見續辦期末報告事宜；並請屆

時提出具體工程平面及高程配置。 

遵照辦理。期末報告將再補充水理

剖面圖。 

(三)期末報告審查時，請業務單位邀

各用水單位參加。 
知悉。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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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意見及回覆 



 

 

 

大度堰初步沉澱池規劃期末報告(初稿) 

審查意見回覆表 

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一、水利署張副工程司資穎： 

(一)本計畫以烏溪濁度及欲達之處

理水質，評估沈澱池運轉時間及

估算成本。惟沈澱池前尚有沈砂

池及處理效率似無估算在內，建

請說明。 

大度堰推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之沉砂池主要用於去除粒徑 0.2mm
以上粗砂，依民國 96 年採取大度堰

水樣所進行粒徑組成分析結果，

0.2mm 以上粗砂僅佔烏溪水體中懸

浮固體物之 2~5％，因此對初步沉

澱池案(以下簡稱本案)處理效果影

響有限。 

(二)本計劃規劃不加藥處理，建議另

加估算，若以加藥處理時之工程

費及單位成本。 

遵照辦理。將增列採加藥進行混凝

沉澱方案之成本概估。 

(三)目前因資料蒐集不易，故不確定

性頗高，惟於大度堰堰附近已有

彰化台化廠取水口，建議洽該公

司取得 SS 及處理單元設計與操

作參數。 

本計畫曾向彰化台化廠索取取水口

之水質資料，惟因與其他單位監測

資料差距甚大，建議暫不採用。 

(四)沈澱池為工業用水專用設施之

一部份，不論設於大度堰處或設

於各工業區內，其成本均須由用

水單位負擔。因此處理水質及成

本均須與用水單位取得共識及

認同。 

謝謝指教。 

二、工業局游專委振偉： 

(一)工程進度建議配合整體大度堰

進度及各計畫需水時程調整。 
謝謝指教。 

(二)營管費用是否整合沈澱池及輸

水管線一併檢討較符實際。 
本計畫將整體檢討，本案僅針對初

步沉澱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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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三)未來沈澱池及輸水管線營管單

位，建議依本部協調結果辦理。

謝謝指教。 

三、自來水公司中工處施工程師名芳： 

(一) P22 及 P24 懸浮粒子並不會因

停留時間增加而沈降，第二段沈

澱 0.004mm 去除率 100%請確

認。 

以初步沉澱池所適用之單顆粒沉澱

及理想沉澱池等理論，懸浮固體物

係隨停留時間增長而增加沉澱去除

率，除非當浮力大過重力作用時方

不會沉降，但過小之粒子因受布朗

運動之影響，會干擾沉澱效果。 
依單顆粒沉澱公式之計算，在第二

段沉澱池中因停留時間為 1.5 小時

以上，且設有傾斜管，粒徑 0.004mm
以上之顆粒理論上可 100%去除。 

(二)P28 第一段及第二段沈降原理

皆為重力，傾斜管僅為降低土地

使用面積。 

第一段及第二段沉降原理皆為重力

沉降，惟第二段沉澱池因增設傾斜

管，使得懸浮固體物沉降距離縮

短，所以在相同水力停留時間內可

較第一段沉澱池去除更小粒徑之懸

浮固體物。 

(三) P29 泥砂處理池是否為淤泥晒

乾床(含水率達 70%)？晒乾床面

積應依操作方式(日晒時間)估
算；是否有加蓋？ 

本案所規劃之泥砂處理池係比照集

集專用設施所採用之形式，目前集

專用設施運轉狀況良好，該形式並

非淤泥晒乾床，且未加蓋；含水率

之數據係參考集專用設施實際操作

情形所訂。 
本案若要將泥砂處理池改規劃為淤

泥晒乾床，所需面積約為 22 公頃，

為目前泥砂處理池佔地面積之 26倍
以上。 

(四)P36泥砂會合井淤泥濃度10%未

經調理，不可能達到，泥砂處理

池如未日晒，含水率亦不可能為

相關數據係參考集集專用設施實際

操作情形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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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70%。 

(五)簡報 P32 年中換新準備金為建

造成本 0.5%是否有誤？ 
換新準備金為建造成本 0.5%，係全

計畫之財務分析所採用參數。 

(六)既然 600NTU (大部份時間) 以
下之淤泥含污染物不能直接排

放，建議考慮以加藥沈澱池辦理

以節約費用(用地及工程費可大

幅下降)。 

將增列採加藥進行混凝沉澱方案之

成本概估。惟加藥進行混凝沉澱雖

用地及初設工程費可降低，但後續

營運成本包括藥品費及污泥處置費

將增加。 

四、國光石化公司莊博雄： 

(一)引用分析資料缺乏最近三年的

統計，懸浮固體物性引用 67-90
年環署資料及水利署 90-94 年資

料恐會失真。希望以最近資料補

充佐證。 

由於近年來烏溪大度堰位址附近並

無連續測站，且能取得之監測資料

有限，所以本報告僅就所能蒐集資

料進行分析，以提供趨勢研判及初

步參考；因本案並無辦理監測所需

之工作期程及經費，建議本計畫下

一階段應再強化有關烏溪流量、濁

度及懸浮固體物等之連續監測，以

提供充分樣本數及數據，作為分析

檢討及規劃設計之用。 

(二)沈澱池的設計與國外先進的設

計有無技術評比?效率比較分析

資料請提供，不能完全比照集集

堰的沈澱考量。 

初步沉澱池國外目前並無發展特殊

高效率形式，僅池內設備如刮泥

機、抽泥泵或傾斜管等之性能或材

質有所提升，因本案僅初步規劃，

所以並不對池內設備提出建議，留

待實質規劃及細部設計時辦理。 
水利署及工業局所辦理之集專用設

施案，應為成功之工業用水之原水

處理案例，其性質與本案接近，因

此屬成功之經驗值得本案借鏡。 

(三)中間渠的繞流頭只有約 26cm 而

已，够嗎？ 
中間渠最大日水量時繞流所需水頭

為 43cm，中間渠水位較所需水頭高

出 22cm，已超過所需水頭 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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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上，應屬足夠。 

(四)淤泥餅清理費 5,580 萬元佔總管

理成本的 60-70%偏高，請研究

較經濟的方案。人力的數量偏

高。 

本案因淤泥性質恐不易標售，需委

託合格廠商清理處置，且因淤泥量

大，所以淤泥餅清理處置費佔營運

費比例高，建議用水單位及主辦單

位向主管機關爭取更佳之淤泥排回

取水水體之條件，以節省淤泥餅清

理處置費。 
營運人力部分將酌予調降。 

(五)總投資費用達 22.8 億元，太過

高估。合理金額究為多少？工程

費要 19 億嗎? 

本案直接及間接工程費僅約 16 億

元，另所編列之工程預備金約 2 億

8,000 萬元，係全計畫編列之方式，

本案未必會全額運用。 
若本案工程費以 16 億元計，相較於

集集專用設施案第一期工程之工程

費約 5 億餘元，本案處理水量為集

集案之 1.67 倍，處理水質因需較集

集案提升 40%以上，因此淨水處理

單元停留時間約為集集案 2 倍，所

以本工程主體之淨水處理單元之量

體約為集集案 3 倍以上，另考量集

集案當時之原物料成本及部分屬既

有設施無需新建等因素，本案工程

費僅為集集案之 3 倍尚屬合理。 
倘要降低工程費，建議可將出水水

質要求放寬，若比照集集專用設施

之出水水質基準時，本案工程費約

可減少 30%。 

(六)濁度設計希望在 200ppm 以下，

以免尾端用戶的沈泥量偏高。 
謝謝指教。本案目前規劃出水水質

之濁度需低於 200NTU。 

(七)有無出水的 Buffer tank 設計，

可以 recyle 處理水，於低濁度未

完全容量利用沈澱池時混入再

本案泥砂處理上澄液、濾出水及溢

流水均 recyle 再利用，以提升水資

源之利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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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處理至較低的＜200ppm 濁度，

對業者有益。 

五、國光石技公司何顧問兼召集人新戴： 

(一)初步沈澱池處理 recyle 豐水期

濁度大於 200NTU 之原水，非豐

水期可能就閒置，且估算太保

守，可否以化學沈澱池比較其效

益，否則利用率低且成本高。 

本案係建議初步沉澱池進流水質基

準應較集專用設施案放寬至原水之

濁度達 200NTU 即進流處理，至於

原水之濁度為 200NTU 以下是否進

流初步沉澱池處理，可由未來營管

單位與用水戶協商共識後，納入營

管規章中據以實施。 
本案將增列採加藥進行混凝沉澱方

案之成本概估。 

(二)為營管成本降低，建議處理至自

來水之水質。 
水利署原即非屬水處理權責機關，

然依上級機關所協調本計畫之權責

劃分，水利署所辦理之權責係降低

原水濁度，以利各用水單位自行再

將原水處理至所需水質。 

六、本局計畫課：  

(一)P27 泥砂處理條件，僅提及原水

濁度大於 600NTU 時，沉澱池將

產生之泥砂排回烏溪，建議應將

相關配套條件檢討納入說明，如

高流量(具運載泥砂能力)或汛期

等情形。 

有關本案泥砂排回烏溪之條件，其

可能適用法令及案例已於本案中說

明，惟仍須依主管機關之認定及環

評之結果辦理。 
有關運載泥砂能力等之調查及評

估，非本案之期程及經費所能辦

理，建議納入本計畫下一階段工作。

(二)P29 之「十九、原水含懸浮固體

物濃度小於 600NTU」，NTU 為

濁度之單位，至於原水含懸浮固

體物濃度（SS）之單位為 mg/L
或 ppm，不宜誤用。 

謝謝指教。將修正為「十九、原水

濁度小於 600NTU」。 

(三)P45 表 4-1 之用地取得項目經費

高達 3.65 億元，惟並無概估說

該費用係以本計畫所一體採用之用

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為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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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明，建議補充。另本工程計畫為

單一工程，且工程相對單純，間

接工程費及工程預備費建議可

酌減，另物價調整費，建議應編

列。 

/m2所估算，另間接工程費及工程預

備費係本計畫統一採用之編列方式

及比例，物價調整費將補充編列。 

(四)P52 使用效益章節，僅以「沉澱

池每年約有三個月以上的時間

會進水」作為效益，建議應補充

說明量化效益。 

將增列評估本案可節省用水成本之

量化效益說明。 

(五)P52 計畫需求章節，提及「規劃

進 水 水 質 ： 原 水 濁 度 超 過

200NTU，引水進流沉澱池；規

劃出水水質：出水濁度小於

200NTU」，建議前述處理水質

目標應說明進水水質多少，處理

後出水水質變多少，較為明確，

並請檢討補充是否水質超過多

少便不進水。 

遵照辦理，將補充說明設計水量之

容許最高水質及處理水質標準。 

(六)既然初步評估泥沙排回河川的

機會不多，而污泥又無法標售，

可能必須以廢棄物處理，建議可

考慮加藥處理，以提升處理效

率。 

雖然排回河川之機率較少，不過一

但可排回時其泥砂量可觀，若經加

藥後留置岸上處理，每日產生之淤

泥餅量將超過 5,000 噸；此外依據水

公司之認定方式，處理過程所沉澱

之泥砂，未加藥泥砂為淤泥，加藥

之泥砂為污泥，二者處置費應有所

不同，所以經加藥處理後，本案淤

泥餅清理處置費成本將大幅提高。 

(七)泥沙能否排回河川及河川水質

粒徑分佈情形，為本沉澱池工程

規劃設計之兩大重要影響因

素，建議後續辦理時應洽環保機

關確認能否排回河川，並加強相

關資料監測分析。 

知悉。 

附錄四-6



 

 

 

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七、本局經管課 

(一)依契約規定，本工程規劃以各種

物理性沉澱池可能方案檢討。 
本案將增列採加藥進行混凝沉澱方

案之成本概估。 

(二)依契約規定須納入本工程規劃

辦理摺頁，請顧問公司依規定儘

速辦理送審。 

遵照辦理。 

拾貳、綜合決議：  

(一)本案依契約規定就現有資料以

物理沉澱方式規劃，但請就規劃

成果補充與化學沉澱池之評估

比較。 

遵照辦理，將增列採加藥進行混凝

沉澱方案之成本概估。 

(二)與會各單位均同意本沉澱池規

劃 之 濁 度 處 理 目 標 為 將

3000mg/L 原水降到 300mg/L 以

下，超過 3000mg/L 則減量供水

或不取水，唯仍請評估比較濁度

處理目標上限調降之影響性(包
括設施規模使用率經濟性等)。 

遵照辦理，將增列處理目標上限調

降之成本概估。 

(三)本報告原則認可，各單位意見請

參酌納入修正。 
知悉。 

(四)本規劃案限於時間經費及資料

有限，僅作初步規劃，最後開發

型式與規模須配合二階環評報

告提出前定案，本局將於本年度

工作配合整體計畫檢討進一步

細部檢討規劃，請本局業務單位

掌握進度辦理。 

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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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答覆說明 
上，應屬足夠。 

(四)淤泥餅清理費 5,580 萬元佔總管

理成本的 60-70%偏高，請研究

較經濟的方案。人力的數量偏

高。 

本案因淤泥性質恐不易標售，需委

託合格廠商清理處置，且因淤泥量

大，所以淤泥餅清理處置費佔營運

費比例高，建議用水單位及主辦單

位向主管機關爭取更佳之淤泥排回

取水水體之條件，以節省淤泥餅清

理處置費。 
營運人力部分將酌予調降。 

(五)總投資費用達 22.8 億元，太過

高估。合理金額究為多少？工程

費要 19 億嗎? 

本案直接及間接工程費僅約 16 億

元，另所編列之工程預備金約 2 億

8,000 萬元，係全計畫編列之方式，

本案未必會全額運用。 
若本案工程費以 16 億元計，相較於

集集專用設施案第一期工程之工程

費約 5 億餘元，本案處理水量為集

集案之 1.67 倍，處理水質因需較集

集案提升 40%以上，因此淨水處理

單元停留時間約為集集案 2 倍，所

以本工程主體之淨水處理單元之量

體約為集集案 3 倍以上，另考量集

集案當時之原物料成本及部分屬既

有設施無需新建等因素，本案工程

費僅為集集案之 3 倍尚屬合理。 
倘要降低工程費，建議可將出水水

質要求放寬，若比照集集專用設施

之出水水質基準時，本案工程費約

可減少 30%。 

(六)濁度設計希望在 200ppm 以下，

以免尾端用戶的沈泥量偏高。 
謝謝指教。本案目前規劃出水水質

之濁度需低於 200NTU。 

(七)有無出水的 Buffer tank 設計，

可以 recyle 處理水，於低濁度未

完全容量利用沈澱池時混入再

本案泥砂處理上澄液、濾出水及溢

流水均 recyle 再利用，以提升水資

源之利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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