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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槽水庫水理及輸砂分析研究—以濁水溪為例 

許盈松[1] 許裕雄[2]  楊錦釧[3]  廖培明[4] 

摘  要 本文所探討河槽水庫水理輸砂現象極其複雜，應用具備能夠模擬水躍現象等漸變過

程水理及輸砂現象之 NETSTARS 模式，以探討河槽水庫之水理輸砂現象。原河床模擬驗證以

濁水溪民國 85 年至 87 年水位流量記錄、河道斷面資料作為驗證 NETSTARS 模式之用，驗證

結果顯示與實測值相當符合。另以民國 90 年初斷面條件為河槽水庫開挖之沖淤模擬，以民國

87 年底斷面為起始條件，民國 90 年初斷面條件為終止做比較，且以民國 88 及 89 兩年記錄

之較大實測流量共 1,005hr 之流量記錄為輸入條件，結果顯示模擬之河槽水庫沖淤趨勢與實測

值相當一致。本研究同時進行河槽水庫之方案規劃及模擬評估，及不同方案在不同重現期洪峰

流量、長期流量條件下之水理及輸砂分析，及其上下游河道沖淤平衡、防洪安全檢討。 

關鍵詞：河槽水庫、水理特性、沖淤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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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lex phenomena of the hydraulic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of a river reservoir.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NETSTARS 
model,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simulate hydraulic jumps, the gradually varied 
flow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to investigate the hydraulics and sediment trans-
port of a river reservoir.  Based on the measured stream flow records of the 
Zhuo-Hsui river between 1996 and 1998, the NETSARTS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cross section data of 1995 as the initial condition, and the 1998 cross sec-
tion as the terminal condition for calibration.  The study results matched well with 
the field measurements.  In addition, the data of 2001 cross section were meas-
ured before a dredging project.  Therefore a supplemental study was conducted by 
taking the cross section of 1998 as the initial condition and 2001 cross section as 
the terminal condition for verification.  The flow condition for this verification was 
based on the 1,005 hours of the high flow records taken from 1999 to 2000.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e simulated trend of riverbed erosion and deposition consis-
tent with field measurements.  This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assesses the 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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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ility of various management plans of river reservoir by evaluating the hydraulic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such as cases with different peak 
discharges of various recurrence intervals and/or long-term flows with the model.  
Discussions include reviewing the equilibrium in erosion and sedimentation of up-
stream and downstream as well as flood protection. 
Key Words: river reservoir, flow characteristics, fluvial channel. 
 

一、前  言 
本研究緣起於為因應國內水土資源運用之發展情

勢，積極研擬提高台灣水資源利用率，亟需未雨綢繆

加強河川區域水土資源綜合運用、管理。經濟部水利

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經檢討權責範圍內管理之河川區域

特性，並參酌現況情勢，於 89 年度辦理「濁水溪二水

鐵橋下游河段河川高灘地綜合運用規劃」[2]計畫，初步

研究於濁水溪河道設置河槽水庫為區域水源開發可進

一步研究方式之一。台灣地區地狹人稠，水土資源並

不豐盛，復以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水土資源運用日

益緊張，目前台灣地區水土資源的發展已有向河川

地、海埔地、山坡地開發利用之趨勢，其中河川地之

運用涉及河川治理、水源運用、河川土地管理、環境

衝擊等事宜。台灣本島河流具有流域狹小，河流短促，

坡度陡峻，侵蝕與堆積情形嚴重，及洪、枯水量懸殊

等特徵。特別是雨量分布不均所造成的洪、枯水量懸

殊，對於水資源的蓄積與運用極為不利。興建水庫以

獲取、調整水源的傳統水資源開發方式，確為有效可

行的途徑。因此，在評估合宜的大型水資源開發計畫

同時，若能同時兼顧多元方式水源開發利用、防洪安

全設計及生態環境維護等多重考量，研擬興建對生態

環境及相關社會成本衝擊較小的河槽水庫，以提高原

有流域水資源引水效能與利用率，確為值得思考之方

向。本研究探討利用濁水溪主深槽平面空間，擬規劃

以現況河床高程向下開挖，塑造出蓄水空間。並以

NETSTARS 水理輸砂模式進行動床水理輸砂評估，以

作為未來各種不同規模開發方案之參考。並在符合防

洪安全條件下，對河槽水庫位址進行輸砂演算，以提

供未來河槽水庫工程可行性規劃之依據。 

二、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1. 區域概況 

濁水溪流域位於台灣中部，東以中央山脈為界，

分水嶺有能高山、大石公山、丹大山、馬博拉斯山等；

南接本省第一高峰玉山(標高 3,997 公尺)。上游高峰

錯綜、河谷深邃，斷崖及崩塌地甚多。幹流長 186.6
公里，為本省最長河川；流域面積 3,156.9 平方公里，

濁水溪水文流量豐枯差異很大，年平均逕流量達

60.95 億立方公尺，僅次於高屏溪流域居全省河川之

第二位。 
西螺大橋 1 月上旬枯水季流量與 7 月上旬之豐水

季流量之豐枯變化達 10 倍左右。3 月上旬 Q5 %與 Q95 

%之比例可能高達數百倍，變化較小如11月上旬Q5 %
與 Q95 %之比例亦高達約十倍。各旬之豐枯變化趨勢

相當一致，豐水期約在每年 4 月至 9 月間，6 月與 8
月為流量最豐月份，1 月至 3 月幾近乾涸[2]。 

2. 防洪流量 

濁水溪流經之下游流域為本省重要糧倉之一的濁

水溪沖積扇(彰化縣、雲林縣)，故前台灣省水利局對其

防洪規劃極為重視，且治理工作已行之有年。依據前

水利局規劃總隊民國 85 年之「濁水溪水系治理規劃報

告(濁水溪本溪及支流東埔蚋溪)」[3]之規劃，濁水溪防

洪設計標準為防禦 100 年重現期距洪水，依該報告之

洪水頻率分析成果，濁水溪本流在與清水溪合流後

100 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量為 24,000 m3 /s。 
3. 河川輸砂 

一般河川輸砂量之推估，分為懸移質輸砂與底床

推移質輸砂，其推估方法係由水文站歷年實測之含砂

量與流量推算率定曲線。研究區域目前僅有懸移質含

砂量觀測資料，迴歸分析濁水溪自強大橋實測流量與

懸移質輸砂量之觀測資料，其流量與輸砂量間之率定

曲線如圖 1 所示，由 921 地震前後之流量與懸移質輸

砂量關係變化，可觀察到 921 地震後之流域懸移質含

量明顯增加。 

4. 河床質調查 

濁水溪河床質調查工作始於民國 44 年，其後 45
年、51 年、54 年及 55 年亦皆有調查記錄，但因各次

調查或屬零星片段，或原始資料已經散失，皆難作引

證。現存歷年較完整資料顯示斷面 1 至 53 平均粒徑介

於 0.47 mm 至 13.04 mm 之間為砂質河段，斷面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