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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重點

通論以文字敘述為主；設計原則、步驟、公式和施工注意事項列於處理單元。

增列沉砂池長度和深度得採用哈真數和囚砂率計算，增加設計彈性。

補充抽排式滯洪設施。

增加滯洪沉砂平面和垂直共構建議。

補充抽水設施(同坡地保育篇之抽水設施)。

滯洪體積依據集水面積大小計算。

增加透水保水設施。



通論
1.8 沉砂滯洪設施

1.8.1 前言

沉砂、滯洪設施功能

沉砂設施形狀

滯洪設施依據位置、規模大小分類

滯洪設施規劃設計原則

沉砂設施和滯洪設施共構類型



通論
1.8 沉砂滯洪設施

1.8.2 規劃設計原則

1. 一般規劃設計原則

2. 滯洪、沉砂池垂直共構需要注意事項

1.8.3 方法及措施

1. 一般森林地

2. 都市滯洪

1.8.4 注意事項



2.26 沉砂池

增列沉砂池長度和深度得採用哈真數和囚砂率計算，增加設計彈性。

哈真數為

𝐻𝑎=
𝑊𝑠𝐿

𝑉𝐻
;

囚砂率

𝜂=1−𝑒−𝐻𝑎

𝜂≥0.67



沉砂池囚砂率計算步驟

1. 以van Rijn (1984)推估模式計算粒徑分布內各個粒徑之沉降速度

𝑊𝑠=
1

18

𝑆−1𝑔𝐷2

𝜈
𝑓𝑜𝑟𝐷<0.1公厘

𝑊𝑠=10
𝜈

𝐷
1+

0.01𝑆−1𝑔𝐷3

𝜈2 −1 𝑓𝑜𝑟0.1公厘 <𝐷<1公厘

𝑊𝑠=1.1 𝑆−1𝑔𝐷𝑓𝑜𝑟𝐷>1公厘

式中，D為泥砂粒徑(公尺)；S為泥砂比重 約2.65 ；
ν為20°C水溫之運動粘滯係數，(1.003∙10−6平方公尺/秒)

2. 計算沉砂池內平均速度
3. 計算粒徑分布內各個粒徑之滯留時間和沉降時間
4. 計算粒徑分布內各個粒徑之Hazen數
5. 計算粒徑分布內各個粒徑之囚砂率
6. 計算總囚砂率



2.27 滯洪池
在槽滯洪池

適用於開發範圍內之河道或水路具有適當區位足以設置橫向構造物並提供所需體積之處。其

位置以在河床及兩岸均為岩盤之處，且其上游有相當腹地儲蓄洪水者為佳。若無岩盤時，則

應加強兩岸及下游河床之保護。

1. 當入流量小於設計出流量時，出流量等於或大於入流量。

2. 當入流量大於設計出流量時，多餘之水量即蓄留於池體內，並持續排放出流。

3. 容納多餘流量量體即為滯洪設施容量。



離槽滯洪池

主要分無側流堰和具有側流堰兩種型式。若開發範圍內並無明顯之河道或水路，或無合適位置可供設置橫向構造物，
則利用挖填土方產生窪地以製造蓄水體積，再以排水溝渠或管涵連接至河道或水路。或是在河床或基地水路構築側
流堰，將洪峰逕流導引至側邊之蓄水窪地暫時蓄洪。

 無側流堰設施：吸納全部洪峰逕流，等洪峰消退後，再以排水溝渠或管涵連接至河道或水路。如果滯洪池排水
口高程低於聯外排水底部高程，無法以排水溝渠或管涵連接聯外排水系統，且有電力供應、合適人力操作和維
護時，得採用機械式抽水機搭配使用。

 具有側流堰設施

1. 當排水渠道或箱涵水位小於滯洪設施側流堰頂高程時，排水渠道或箱涵出流量等於入流量，沒有洪峰逕流進
入滯洪設施蓄水池體。

2. 當排水渠道或箱涵水位高於滯洪設施側流堰頂高程時，高於側流堰頂高程水位逕流被導引進入滯洪設施蓄水
池體，排水渠道或箱涵以滯洪設施側流堰頂高程水位之流量(設計出流量)流出。

3. 滯洪設施和排水渠道或箱涵間除側流堰外，必要時得設置滯洪設施蓄水池排水口。等排水渠道或箱涵水位低
於滯洪設施蓄水池排水口底部高程時，即可自動打開蝶閥，讓滯洪設施蓄水池內水流自動排入排水渠道或箱
涵內。



抽排滯洪池

毋需人力操作和電力供應之無控制式設施

在滯洪池排水口高程低於聯外排水底部高程，有電力供應、合適人力操作和維護時採用機

械式抽水機搭配使用之抽排式滯洪池

1. 當滯洪設施蓄水池水位到達抽水水位(亦即滯洪期間起點)時，立即啟動抽水機抽水。抽

水量同樣不得大於技術規範之容許排放量，也不得大於下游承受水體之涵容量。

2. 當滯洪設施蓄水池水位降到原先之抽水水位時，即可停止抽水。

3. 降雨停止後，再抽乾滯洪設施內之蓄水。



在槽與抽排滯洪池設計準則

水庫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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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𝑡：演算時距(小時)；∆𝑆：演算時距∆𝑡之蓄水體積變化(立方公尺)；𝐼1、𝐼2：演算時

距∆𝑡前後之入流量(立方公尺/秒)；𝑂1、𝑂2：演算時距∆𝑡前後之出流量(立方公尺/秒)



離槽滯洪池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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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渠道寬度(公尺)；𝑦：渠道水深 (公尺)；s：側流堰高(公尺)；L：側流堰長度(公尺)；

x：離側流堰起點距離(公尺)；E：總能量頭(公尺)；𝐶𝑀:流量係數



滯洪池體積估算

集水區面積在一千公頃以下時，得以使用合理化公式計算滯洪量。

𝑉=3600𝑄2−𝑄1 𝑡𝑟

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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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2𝐼𝐴

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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𝑑

𝑡′
𝐴

𝑉=10𝐴 𝐶2𝐼−𝐶1

𝑑

𝑡′
𝑡𝑟

式中:   V為滯洪體積 立方公尺 ； 𝑡𝑟為滯洪時間 小時 以一小時為原則； 𝑄2為開發後流量ሺ立方公尺



滯洪池體積估算

面積在一千公頃以上時，得採用修正三角形單位歷線法計算滯洪量

𝑄𝑝=
0.00208𝑃𝑒𝐴

𝑡𝑝
=

0.00208𝑃𝑒𝐴
𝑡𝑟
2

+𝑡𝑙𝑎𝑔

式中，𝑄𝑝為三角形單位歷線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𝑃𝑒為有效降雨量(公厘)；𝑡𝑝為洪峰到達時

間(小時)；𝑡𝑟為單位降雨延時(小時)；𝑡𝑙𝑎𝑔為洪峰稽延時間(小時)；A為集水區面積(公頃)。

集流時間 Dʾ0.133𝑡𝑐 採用值(min)

𝑡𝑐≥6.0ℎ𝑟 >48 min 60

5.0≤𝑡𝑐<6.0ℎ𝑟 40≤𝐷<48𝑚𝑖𝑛 50

4.0≤𝑡𝑐<5.0ℎ𝑟 32≤𝐷<40𝑚𝑖𝑛 40

3.0≤𝑡𝑐<4.0ℎ𝑟 24≤𝐷<32𝑚𝑖𝑛 30

2.0≤𝑡𝑐<3.0ℎ𝑟 16≤𝐷<24𝑚𝑖𝑛 20

1.0≤𝑡𝑐<2.0ℎ𝑟 8≤𝐷<16𝑚𝑖𝑛 10

𝑡𝑐<1.0ℎ𝑟 𝐷<8𝑚𝑖𝑛 5



透水保水設施

水土保持計畫範圍(山坡地建築基地除外)之保水指標，和山坡地建築一樣，為開發後固定

時間內之總滲透量和開發前原滲透量之比值，亦即開發後計畫範圍保水量和原計畫範圍保

水量之比值，而且，該比值必須小於或等於0.3。

水土保持計畫範圍(山坡地建築基地除外)之保水指標計算值應依下式計算，其計算值Λ應

大於基地保水基準值𝜆𝑐

𝜆=
開發後計畫範圍保水量
原計畫範圍保水量

=
𝑄′

𝑄0
=

σ𝑖=1
𝑛 𝑄𝑖

𝐴0∙𝑓∙𝑡
≤𝜆𝑐=0.3



透水保水設施

1. 滯洪池

滯洪池之透水保水體積分為貯存體積及入滲體積，計算公式如下：

貯存體積＝深度(公尺) ×面積(平方公尺)，深度係指濕式滯洪池或生態滯洪池平常續諄水位；乾式滯洪

池之貯存體積為0。

入滲體積＝滯洪池底部面積（平方公尺）×最終入滲率（公尺/秒）×時間（小時）×3,600 ，時間以0.5小

時計算。

2. 草溝

草溝之透水保水體積計算方法如下：

入滲體積＝草溝通水斷面周長（公尺）×草溝總長度（公尺）×草溝入滲率 (公尺/秒) × 時間(小時) 

×3,600，時間以0.5小時計算。

或

入滲體積＝草溝面積(平方公尺) × 入滲率 (公尺/秒) × 時間(小時) ×3,600，時間以0.5小時計算。



透水保水設施
3. 透水集水井

透水集水井之透水保水體積計算方法如下：

集水井體積=集水井底部面積(平方公尺) × 集水井沉砂深度(公尺)     

4. 透水鋪面

透水鋪面之透水保水體積計算方法如下：

貯存體積為表面層與粒料層貯存體積之和

j表面層貯存體積＝表面層厚度(公尺) × 面積(平方公尺) ×孔隙率

k粒料層貯存體積＝粒料層厚度(公尺) × 面積(平方公尺) ×孔隙率

入滲體積＝入滲區底部面積（平方公尺）×最終入滲率（公尺/秒）×時間（小時）×3,600 ，時間以0.5小時計算。

5. 緩衝帶

緩衝帶是一個靠近坡頂、坡腳、河流、湖泊、水塘和溼地旁之永久性樹木和灌木區域，可作為逕流緩衝，並具有
提供生態多樣性和水質改善效益。

緩衝帶之透水保水體積計算方法如下：

入滲體積 = 緩衝帶面積(平方公尺) × 最終入滲率(公尺/秒) × 時間 (小時) ×3,600。時間以0.5小時計算。



 

 

 
 

 

 

 

  

 

 

 

 

 

 

 

 

 

 

透水保水設施 計算公式 變數說明

滯洪池 𝑄1=𝐴1∙𝑓∙𝑡+ℎ1∙𝐴1 ℎ1：濕式或生態滯洪池水位（𝑚）

𝐴1：濕式或生態滯洪池面積（𝑚2）

草溝 𝑄2=𝑅∙𝐿∙𝑓∙𝑡

𝑄2=𝐴2∙𝑓∙𝑡

𝑅：草溝通水斷面周長（m）

𝐿：草溝總長度（m）

𝐴2：草溝面積（𝑚2）

透水集水井 𝑄3=𝑛ሺ𝐴3∙𝑓∙𝑡
+ℎ3∙𝐴3)

n：透水集水井個數
ℎ3：透水集水井沉砂深度（𝑚）

𝐴3：透水集水井底部面積（𝑚2）

透水鋪面 𝑄4= ℎ4+ℎ5 ∙𝐴4∙𝑓∙𝑡ℎ4：透水鋪面表面層厚度（m）

ℎ5：透水鋪面粒料層厚度（m）

緩衝帶 𝑄5=𝐴5∙𝑓∙𝑡 𝐴5：緩衝帶面積（𝑚2）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