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題名： 

河工與防洪之參訪報告 

 

 
 

 
 
 
 
 
 
 
 
作者：郭曉芬 

系級：水利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三年乙班 

學號：D9483880 

開課老師：王傳益老師 

課程名稱：河工與防洪 

開課系所：水利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 

開課學年： 95  學年度 第 2 學期 
 
 
 



河工與防洪之參訪報告 

                                    1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6 年) 

 

 

 

中文摘要 

這課堂上除了所學習的知識外，配合到現地參訪，得到更加清楚的概念，並加

強學生對於實務上的認知及學習。先由旱溪工程與鯉魚潭水庫建造完成之工程

的實地參訪了解課堂上所授課之內容，旱溪現地參訪得到工程上之作法與整治

河川之要領，並且學習到如何保持生態環境之方法。再由鯉魚潭水庫得知設計

上三大特色分別為「越域引水」、「離槽水庫」、「鋸齒堰」，此三大特色除去了

水庫蓄水量的不足、減少泥沙進入水庫之問題、鋸齒堰增加通水斷面積等，皆

可看見成效。 

實不論參觀旱溪或是鯉魚潭水庫，我真的慢慢了解自己所學有何用途，當然現

在的自己只擁有些微知識卻未擁有施工經驗，所也不敢說真的完全懂得所有，

我想這就是我該學得的地方，如何像每一位工程師一樣努力的將自己所學習到

的知識運用到每一種工程裡，在從中學習屬於自己的經驗，而我應該如何將自

己所學的知識也如同各位工程師ㄧ樣的發展長處。 

 

 

關鍵字 

石籠、固床工、旱溪、消能跳斗、溢洪道、越域引水、漿砌塊石工法、鋸齒堰、

鯉魚潭水庫、護坦、離槽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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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配合到現地參訪，得到更加清楚的概念，並加強學生對於實務上的認知及

學習。先由旱溪工程與鯉魚潭水庫建造完成之工程的實地參訪了解課堂上所授

課之內容，旱溪現地參訪得到工程上之作法與整治河川之要領，並且學習到如

何保持生態環境之方法。再由鯉魚潭水庫得知設計上三大特色分別為「越域引

水」、「離槽水庫」、「鋸齒堰」，此三大特色除去了水庫蓄水量的不足、減少泥

沙進入水庫之問題、鋸齒堰增加通水斷面積等，皆可看見成效。 

    這次的校外參訪真的是一個很實用的教學，將課堂的經由老師口訴的狀

況，在現場讓我們做一個總整理並有一個實際上的了解。 

二、旱溪參訪 

1. 簡述參方過程 

到達的第一個地點：旱溪(大里溪第三期治理計畫)總工務所 

    一開始的影片簡介我並沒有很大的興趣，因為簡介裡說的和平常老師課堂上

所說的用意及目的大都相同，所以心反而差點就往外跑了，雖然是因為期待著到

旱溪施工位置去參觀，不過還是有將影片裡說的內容看完。 

    終於到現場參觀可以實際了解自己在學習什麼以及自己到底懂了多少，使得

我的好奇心不知不覺的上升，我原以為自己並不會去問工程師、林學長及老師問

題，但是還是發現自己依然有不了解的部份，所以鼓起勇氣問前輩們眼中認為的

小問題。以下是我所學習到的所有知識，將以照片來說明，下圖為整治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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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參觀的地點，由林學長、幾位工程師及老師帶領我們參觀，看起

來很整齊，整治的結果很成功，這整治的過程雖然沒有參予過，不過因為資料都

有留下，所以可以清楚是如何變成如此的面貌。 

 

    上圖拿著擴音器的這一位解說員就是我們的林學長，學長很熱情熱心，等他

一講解完，他就希望我們馬上提出問題，學長一直強調不希望我們有不了解的地

方，所以本人我就害羞的向學長問了幾個在學長眼裡是小問題的問題了，當時絕

得自己很笨，而斜後方則是我們的王老師。站在堤上的則是一位幫忙的替代役及

一位工程師。 

2. 說明旱溪各種設計之用處 

 

圖 1 

低河槽水位 

固床工 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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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可以很清楚看出低河槽水位的位置，以及不是很清楚的固床工，以及堤波的

位置。低河槽水位置主要是平常出流量的所在位置，而固床工主要是為了保護河

岸和河床不被水流及所挾帶的泥砂所沖刷，而大部分的固床工都會設置於水流沖

刷攻擊面的位置，如凹岸處或是沖刷明顯處。固床工應該每 20 公分就應該保留

伸縮縫，供應固床工的熱脹冷縮之用途，而在旱溪的固床工發現有一個小缺點就

是固床工為連續的整體性，所以沒有在良好的範圍裡預留伸縮縫，所以壽命可能

會比有在適當的預留伸縮縫的固床工來的短。而固床工會先回填河床粒料，然後

再回填塊石，此時固床工則完成。而會在上層回填塊石主要是因為利用塊石的重

量來壓住較輕且容易被水流帶走的河床粒料，當然如此的設計也符合生態工法。 

 

圖 2  

圖 2 有石籠護坦工，因為固床工和堤坡之間形成了一個三角形的空間，所

以需要由石籠或箱籠來保護，而石籠或箱籠護坦工的作用是在保護堤坡的基礎以

及固床工的穩定，讓堤坡的基礎及固床工在洪水來時不遭挾帶泥砂的洪水給破

壞，使基腳更加穩固，若無此保護作用，則基腳會被破壞，堤坡就會崩塌往下滑，

固床工可能因此而漂離河岸，當然旱溪的固床工是連續整體性的，因為重量重，

所以也不易被水流給帶動或漂移，可是水流對於整體坡面之基腳依然會慢慢的破

石籠 

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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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若是只因為一個地方沒有使用石籠來做到完善的保護，使整治後的結果可能

因此在加上洪水的侵蝕而更加嚴重，且更是浪費的金錢及人力。 

 
圖 3 

    圖 3 中戧台(或戧道)之用意為防止堤防發生坡面崩塌、漏水及基礎不穩定且

為施工方便及便於防汛搶險工作而設之平台。長坡面若是一氣呵成的，那會很不

穩定，當下堤坡基腳遭致破壞時，那會連帶上堤坡一起毀損，所以為了避免此問

題，選擇在堤坡建造時分成兩段即為上堤坡及下堤坡，所以才會有戧道的產生。

而上下堤坡都會建造小基腳來做支撐讓整個坡面更加穩固。 

    照片中的植生框讓整治的坡面不只有混泥土的外觀，除了這一點外，植生框

也是為了避免水流將草種帶走或破壞，因此植生框才沒有放再下坡面，所以植生

框算是符合生態工法的一部份。 

   出水高為從治理洪水位至堤頂的垂直角，高度大約在 1.5m 至 2.0m 之間。而

會有出水高這一部份的建造是因為水是會溢流的，當洪水來臨時水勢洶湧若波濤

洶湧的洪水高出治理計畫線，因此越過堤頂則會造成災害，所以避免此問題發生

而設置之。 

戧台 

植生框

出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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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圖 4 及圖 5 所示，即為為了達到親水之目的，所以建造了人行步道、自行車

道供應附近民眾遊憩等使用，以及建造綠帶來區隔人行步道及自行車道。而綠地

除了達到生態之效果還可以供應堤頂排水避免提外水流向堤內，造成淹水。 

 
圖 5 

    當然綠地也將自行車道和防汛道路區分，防汛道路了供應車輛行駛之外它與

綠帶有相同的功用就是可供應堤頂排水避免淹水問題。 

人行步道 

綠帶 
自行車道 

防汛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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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圖 6 所示為排水閘門，排水閘門的設置是為了讓內水排至外水(河川裡)，他

的設計是先使用彎矩的原理再加上利用水壓來控制閘門的開與關，但是只有在內

水水壓大過於外水水壓時此閘門才會開啟，若外水水壓大過內水水壓是無法開啟

的，如此一來就無須再浪費人力來管理控制閘門，是很經濟且省事的設計。這排

水閘門的主要目的也是為了確保堤內不會淹水成災以及可最為內外水的調整。 

 

圖 7 

    圖 7 中的箱籠主要是為了保護橋樑的兩端，林學長跟我們說：當在整治時遇

見橋樑，若是他的通水斷面不足，那也避需重新建造此座橋樑，這樣才能避免橋

排水閘門 

箱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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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不會大量被水流沖刷或沖毀。 

 

圖 8 

    圖 8 所示為階梯式的固床工，和護坦有相同的作用，可以減緩水流的流速，

讓水流對河岸的沖刷力不會那麼強。 

 

圖 9 

    圖 9 為坡面的近照，可以看出砌石的樣子。而此處是使用漿砌塊石工法，所

以下方是使用一層混泥土來穩定上方的砌石，而砌石的數目可由 5 圍砌至 7 圍

砌，如圖中所畫出的。林學長說其實因為已經有混泥土來固定這些石子了，基本

6 圍砌 
7 圍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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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為了符合工法，所以依然會排一下圍砌的樣子出來，不然其實基本上可以不

必，只要將石子排好就可以了。但是若是乾砌塊石工法則不可以隨意排，ㄧ定要

按照砌石的標準排法，原因是因為乾砌塊石工法是利用石子間的摩擦力來穩固

的，所以一定要遵守 5~7 圍砌的排法。 

3. 參訪後之心得 

    以上這些的介紹是自己在現場所得到的訊息，也許還有些多地方我了解的還

不夠詳盡還需要加強，不過很開心的是自己有所吸收，在課堂上經由老師的口述

所學習的知識也許當下是了解，可是到現場才發現自己在課堂上只是似懂非懂

的，不過在現場一看才真的清楚自己哪裡還不夠了解或是哪部分的知識是需要改

善的。 

    而在治理一條河川的時間可長可短，其一當然是當地的居民配合度的多寡，

若配合度高則一切需事先調查的事項就可以早點完成，其二是在整治後可能看不

出水流對河道的沖刷的程度，所以必須再整治後做一個觀察，等待河流之特性出

現了，則在對水流攻擊面多做補強，而使用的方法依然要按照標準來施工，且在

整治的過程中會一邊驗收成果以供檢查人員去評估。在治理時會優先治理比較嚴

重的河段，其他河段則事先用就有的堤防暫時保護。所以說完成一個巨大的工程

後，雖然值得高興，但還是必須繼續觀察直到確保問題減少致發生機率不大或是

當問題發生時必不會造成災害。 

    最後很感激老師、各位學長及工程師，帶領我們參觀並幫我們做詳盡的解

說，且謝謝學長供應我們好吃的午餐。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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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鯉魚潭水庫參訪  

1. 簡述參訪過程    

旱溪的參訪結束了，理所當然的朝下一個目標前進囉！ 

    在剛離開第一個參觀處沒多久時，老師就開始跟我們介紹鯉魚潭水庫的一些

特色，然後說著說著就告訴我們，如果夠幸運的話可以看見洩洪。當時心裡很期

待也很想體會一下洩洪的盛況。結果也不知道開了多久，總之當我回過神來時，

我們已經抵達目的，老師開始介紹週遭，車越開越接近水庫了，老師是最先看見

洩洪的人，就趕緊跟我們說；「快看左邊正在洩洪」。當時心裡好高興，因為覺得

我們大家都是幸運兒，現在正逢枯水季，所以要看見洩洪的機率基本不大。 

 

圖 11 

圖 11 中之水庫洩洪是我們從車上向外拍的情景，真的很幸運。 

到達的第二個地點：鯉魚潭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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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也是影片簡介，不過我倒是有興趣，也許是因為好奇水庫到底是如何建造

的吧，因為溪和河可以清楚看見哪些是施工做出的成果，可是水庫我根本就看不

見最底處的建造，所以心裡很好奇，就很專心的看影片，當然心還是很期待快一

點到外面去參觀。影片結束了，大家也準備到外面去參觀了。 

 

圖 12 

圖 12 照片中，這一位可愛又親切的伯伯是我們的解說員。聽老師說伯伯的女兒

和女婿也是老師的學生，所以說伯伯他是也一位知識很豐富的人。 

2. 說明水庫設施之應用 

我們以散步的方式跟著老師的腳步去了解水庫所需要的設施及用途： 

    第一個看見的就是取水工(如下圖 13 所示)，雖然沒有很靠近的去了解，不過

因為在一開始放的影片中就有提到取水工的用途。取水工又分三個取水處為低水

位取水口、中水位取水口以及高水位取水口，當水庫的水量較少時，則就可能只

能使用低水位處的取水口來取得用水，但是取水時也必須注意漂流物，假如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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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間處的取水口時，當漂流物很多時則會選擇低水位處的取水口取水。而取得

的水可供應發電、民生用水或是農業用水等。而取水工旁有一個出水工(口)。 

 
圖 13 

接著我們就是看見鯉魚潭水庫的特色了，鋸齒堰。憲再說說三大特色的關係吧 

鯉魚潭水庫的特色有三點 

(1) 越域引水 

(2) 離槽水庫 

(3) 鋸齒堰(如圖 14 所示) 

    因為是一座位在景山溪的離槽水庫，所以集水區較小，所以若當水源不足

時，則會經由為在主溪上的士林堰來越域引水引進主流的河水來加以補充，士林

堰是一座攔河堰。若當洪水來時，是不可以將士林堰的水閘門開啟，因為此實的

泥沙含量較高，若打開則會使水庫的泥沙含量增多了，此時必須要清淤，若不清

淤則水庫壽命就會減短。 

    而因為此座水庫是為中心直立式滾壓土石壩，所以不可以在壩頂設置溢洪

道，若如此設計，則會造成潰壩，會帶給下游之人事物之災害。所以會在彼壩頂

較低處設置溢洪道，而此座水庫的溢洪道是設計成鋸齒狀，因為溢流面增加了則

溢流量也增加，所以此設計是為了增加溢流量。 

    而再鋸齒堰上有一個小小特色，那就是分水樁(如圖 14 所示)，因為鋸齒堰在

水溢流時容易在水舌下產生真空此時就容易在堰壁上產生穴蝕，而導致溢洪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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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壞，所以需要有分水樁來防止此情況發生。而參訪當天很幸運的看見洩洪外

也看見水庫的蓄水正好達滿水位。 

 

圖 14 

 

圖 15 

分水樁 
鋸齒堰 

溢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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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壩體是中心直立式滾壓土石壩所以無法讓水直接溢流。因為是滾壓土石壩，所以

為了確保壩體的穩定，則都會在壩頂(如圖 16 所示)裡有埋設一些測試的儀器(如

圖 17 及圖 18 所示)，以隨時觀察壩體的狀況，像是地震儀器等等。 

 

圖 17 

壩頂(面對集水區) 

埋設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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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接著我們坐上和總統有一樣待遇的遊艇，到鯉魚潭水庫裡逛逛，吹著一股涼

爽的風感覺就像在是正享受著海風的吹送，不還是有所差別，因為沒有一股鹹鹹

又黏黏的感受。此時也真正的感受到人生而平等，不論是何種身分，真是輕鬆。 

 
圖 19 

    當遊艇出發到不遠處有一條很長的攔污繩(如圖 20)，用途就和命名一樣就是

攔下集水區中的漂流物會是其他物體，避免取水口因漂流物等之原因無法使用。 

埋設之儀器 

壩頂(背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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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以下這幾張是水庫裡週遭的環境 

  

圖 21                            圖 22 

攔污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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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方便觀察使用的 

               圖 23 

    逛了水庫一圈，發覺如果台灣都是以建照離槽水庫為方向的話，那我想我們

水庫的淤砂問題應該不會太大，因為會有攔河堰的調節，當然這是我自己的想

法，所以當遇見挾帶大量泥沙的洪水來臨時，就不易影響水庫，而水庫的壽命就

會較長，這一點讓我想到前幾年石門水庫的問題。當然因為台灣為新生代地形又

在板塊的交接帶，所以要找到良好的水庫庫址也不好找，所以也無法所都建造離

槽水庫。 

 

圖 24 

水流由溢洪道流下致消能跳斗，而消能跳斗的主要用意為挑起溢洪道流下的

移動式的測站 

溢洪道 

消能跳斗 

投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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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流，在當水流被挑起再落下時(如圖 24 所示之溢洪道、消能跳斗、投池)，則達

到消能之作用了，即為一種緩衝作用，而達到消能後再落於投池中。此功能主要

是為了避免水在溢流後，將位能轉成動能而再直接對池子沖刷，造成沖刷坑。而

聚集在投池中的水之後會往下流至下方的後池堰，而後池堰的水又可供應水力發

電等用處。 

 

圖 25 

3. 參訪鯉魚潭水庫後之心得 

當我參觀結束後，真的體會到建造水庫的工程真是浩大，終於了解老師說

的，學水利的人如果能建造一座水庫，那一生就足夠了的原因，因為在建造方面

可能是需要幾年的期間，在經由觀察以及評估，可能又要一些時日，而且就算建

照好了還是必須每天維護及管理，所以時間上真的太長了。不過想想如果一生真

的能為一座水庫貢獻的話，其實也不錯，因為這表示已經將所學得的知識都發揮

出來。 

四、總結 

    台灣每次的降雨皆會分布不均勻且雨量集中，再加上台灣本身之地質較為脆

弱與地形較為陡峭之因素，而造成台灣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不同災害。由這兩點

因素在加上人為破壞因素，而造成嚴重的災害，雖然近年來有發現，也開始做完



河工與防洪之參訪報告 

                                    20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6 年) 

整的規劃與設施，但是畢竟是因為破壞許久再加上長期的開發，就算很努力的避

免一切災害也是有限的，則更加要落實政策、確實達成目標，為我們的未來努力，

創造完善的永續。 

所以在參觀結束後，心中有一句話「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也是我當下的感

受。水可以為我們解決生活上所需的問題或是供應經濟上的一切資源，但是卻也

可以為我們帶來災害。當水為我們帶來災害時我們只能是先去預防卻無法完全阻

止，就因為水是柔性之物，而水利工程人員就是為了讓這一優一缺達到平衡，減

少災害之發生，增加用水之容量。 

其實不論參觀旱溪或是鯉魚潭水庫，我真的慢慢了解自己所學有何用途，當

然現在的自己只擁有些微知識卻未擁有施工經驗，所也不敢說真的完全懂得所

有，我想這就是我該學得的地方，如何像每一位工程師一樣努力的將自己所學習

到的知識運用到每一種工程裡，在從中學習屬於自己的經驗，而我應該如何將自

己所學的知識也如同各位工程師ㄧ樣的發展長處。 

最後感謝所有為我們解說的工程師與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