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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砂壩過壩水流流量公式之研究 

柴鈁武[1] 

摘  要 當溢洪口斷面已知時，以堰流公式計算過壩水流流量是相當簡便的，惟堰流流量公

式中水深參數之量測位置因隨著水深而改變，在實用時是很難掌握其適當的量測點位，加上堰

流公式僅適用於平坡渠床，使得以堰流公式計算過壩水流流量存在一定的盲點。為此，本研究

以堰流流量公式作為基礎，採用防砂壩溢洪口跌水緣水深為主要參數，通過渠槽試驗，建立了

各種渠坡條件下之過壩水流流量公式。經試驗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在不同渠床坡度下，以跌水

緣水深為參數的堰流流量公式可表為 Q=1.767B（H+a） 1.5（ 1-tanθ+β） -1.546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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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為水流

流量(cms)； B 為渠道寬度(m)； b 為溢洪口寬度(m)； H 為溢洪口跌水緣水深(m)；θ 為渠床

傾角(度)。當坡降條件介於 0~7 度、跌水緣水深與渠道寬度比 H/B 值界於 0.04~0.131 倍之間、

且渠寬比 b/B<1/2 條件時，可以本研究所提之流量公式計算出誤差小於 3%之流量。 
關鍵詞：溢洪口、堰流、跌水緣水深。 

Overflow Discharge Formula for sabo-dam 

Fang-Wu Tsai[1] 

 

ABSTRACT When the overflow section is known, using the weir flow formula to 
calculate overflow discharge of a river is convenient, but the measuring point of the flow 
depth character in this formula changes with discharge, and the field depth measuring 
point for weir flow formula seems quite fuzzy to apply. In addition, the weir flow 
formula is suitable for non sloping contraction channels. Therefore, the result of the 
discharge contains certain errors. Due to this issue, this study it based on the weir flow 
formula, but also uses the sabo-dam end brink water depth for the correction formula, 
and by flume test, establishes the formula with different channel slopes and section 
contraction. From the test regression result, the correction formula can be as shown: 
Q=1.767B（H+a）1.5（1-tanθ+β）-1.546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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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is flow discharge(cms), B is channel width(m), b is the overflow section wid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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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s the sabo dam’s end brink water depth (m), θ is the channel slope (degree). 
Restriction occurs when the bed slope is between 0~7 degree, brink water depth and 
channel width ratio(H/B) is between 0.04~0.131, and the ratio of the overflow section 
width and channel width (b/B)<1/2. There can be a 3% error in calculating discharge. 
Key Words: overflow section, weir flow, end brink water depth. 
 

一、前  言 
防砂壩(sabo-dam)過壩水流流量之估算，是壩體

幾何設計的主要參數之一，備受重視。但是為了因應

複雜多變的溪流環境，常將過壩水流視為堰流，以無

束縮 (non-contraction section)溢洪口斷面，且忽

略溪床坡度之影響，並量測壩上游水深，用以推估

過壩水流流量，例如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222 條第 4
款即屬之。惟以一般堰流公式計算過壩水流流量，除

了與台灣境內上游溪流陡峻的地形條件相去甚

遠，同時因堰流公式中水深參數的量測點位，不

僅隨水深變化，亦欠缺明確之定義，使得流量實

測值與計算值因而產生相當程度的偏差，影響壩

體之設計及安定，故有必要加以探討，並給予修

正。  
為此，本文擬以矩形溢洪口為研究對象，利用渠

槽試驗建立適用於不同渠床坡度及斷面束縮條件下，

以溢洪口跌水緣水深為參數之過壩水流流量公式，提

供工程設計之參採。 

二、文獻回顧 
在進行本研究之前，本研究希望對於堰流的基本

特性與過去國內外學者進行之相關研究做整理，做以

下幾點之說明： 
堰流 (weir flow)是指水流受橫向構造物攔阻壅

高而形成明渠緩漸變流時，其部分動能被轉化為勢

能，流經構造物並發生收縮與跌落的水流現象，常被

應用於水利、引水、排洪等工程中，在水力量測中利

用其堰上水位之變化還可作為一種測流工具，具有以

下的水力特徵，即 
1.堰上游水流受阻，水位壅高，勢能增大； 
2.在重力作用下，流經堰的水流產生跌落；同時，在離

心慣性力作用下，水流斷面產生束縮； 
3.整個堰流過程是勢能積聚並重新轉化為動能的過程； 
4.亞臨界流在短距離內轉化為超臨界流，流線發生顯著

彎曲，水流內部存在離心慣心力； 
5.堰流中以局部水頭損失為主，很小的沿程水頭損失可

以忽略不計。 
在實用上，常依據不同的建築條件和使用要求，

將堰作成不同的類型。例如，溢流堰常用混凝土或石

料堆填成厚度較大的曲線型或折線型；而實驗室內使

用的量水堰，常以鋼板或木板作成薄壁堰。在工程上，

一般常採用堰牆厚度 δ 與堰上水頭 H (即上游水面與

堰頂之高差)的比值，將堰流分為以下三種主要的類

型，即 
1.當水流行近堰牆時，由於受堰牆阻擋，底部水流向上

收縮，水面逐漸下降，使過堰水流形如舌狀，謂之

水舌(nappe)。當堰頂厚度δ 很薄時，堰頂水舌之下

緣向上彎曲。根據實驗顯示，堰牆相對厚度為

0 67/ H .δ < 時，堰頂厚度之變化不致影響水舌形

狀，因而不會影響堰之過流能力，這種堰稱為薄壁

堰(thin-plate weir)，如圖 1(a)和(b)所示。通常薄壁

堰堰頂做成銳緣，故亦稱之為銳緣堰(sharp-crested 
weir)，而防砂壩上游未淤積泥砂時其溢頂水流則被

視為銳緣堰之一種。此時， H 所代表之位置，距離

跌緣處 3-5 倍之水深(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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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種形式堰流 
Fig.1 Different kinds of weir 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