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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绵城市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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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海绵城市定义(大陆)

l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发展的过程，能维持
其发展前的自然特性，减少对自然环境
之干预，与环境共生。提出海绵城市之
概念，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具备适应环
境变化、调适自然灾害、过滤污染物质
等功能。

l 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
术，实现城市良性水文循环，提高对径
流雨水的渗透、调蓄、净化、利用和排
放能力，维持或恢复城市的“海绵”功
能，更进一步达到达到防洪、抗旱、降
温、捕碳等效益。

海绵城市定义1.1

http://www.gocheng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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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绵城市定义

u海绵城市定义(台湾)

l 海绵城市系指具备排水、过滤空气及污染物质等功能，利用都市中分散而可运用
之土地与建物空间，以入渗、滞蓄雨水等方式，如同海绵般吸存水分，达保水、
防洪、防旱、降温及减碳等效益的城市，让地表下土壤的水与空气可穿透地表不
断交换作用，使人类与地球环境系统互生互助，迈向永续生态与低碳城市。

l 基本上大陆与台湾对海绵城市的定义，其精神内涵一致，文字表述略有差异。但
在规划空间尺度上，大陆大海绵、小海绵皆有，台湾以小海绵为主。

项目 政策 财源 都市情境 空间 方法

大海绵 支持
部分补助
部分自筹

时间：10年以上
空间：全新都市建设

流域

(或集水区)
公共投资为主

PPP为辅

小海绵 支持
部分补助
部分自筹

时间：1-3年
空间：局部都市更新及

扩大
局部片区

公共投资

PPP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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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绵城市规划

u海绵城市发展建设(设定主、次目标)

  抑制暴雨径流洪峯、削减洪峯

  透过水体沉淀、过滤、入渗，
  减少污染量排出

  水资源运用、水路改善及环境营
造

  年均总径流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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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绵城市优势

u海绵城市发展评估指标

二、  宜兰县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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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市员山乡
壮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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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城镇 地理环境
　　　宜兰县位于台湾东

北角，东面紧邻太平洋，
北面、南面、西面均由
雪山山脉及中央山脉所
阻隔，长久以来，就是
一块与世外桃源的纯净
平原。面积约2143平方
公里。

畚箕地形
　　　宜兰东面向海，周

围三面环山，「状如畚
箕」，高耸中央山脉把
雨挡住，集中倒进了宜
兰平原，酿成严重水灾

宜兰县地文与水文环境



国土计划发展区及人口分布

9数据源:修订宜兰县总体规划_2012.10.24期中阶段成果摘录



10

冲积扇之地下水补注区

土壤分布图



灾害概述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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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面环高山，河川坡陡流

短，洪灾频繁。

2.兰阳平原东半边，高程0~4

公尺，积水不易退。

3.东部外海暴潮位高达2公尺

(2001年纳莉台风期间更达

2.48公尺)，顶托河川排水

水位，通水受限。

n灾害原因
• 地形地势

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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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迁情境之月雨量增加率

丰水期雨量增加、海水位上升

– 台湾西南海域2020年至2039年台风波浪最大波高可能增加50%，

– 台风最大潮位(暴潮＋天文潮)可能增加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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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农舍进入易淹水区



三、  整体规划



背 景

政策主轴

宜兰县水部门(海绵城市)纲领主轴

推动

流域综合治水

贯彻

水资源整体管理

营造

优质水环境

愿景

政策主张

亲水乐活依水而生傍水而居

建立水与土地人民对话    成长管理定义永续发展风险分担才能与水共存

共同迈向生态宜兰民众参与水环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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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担才能与水共存

成长管理定义永续发展

建立水与土地人民对话

愿景 策略 策略目标

水政策纲领愿景



水纲领(海绵城市)计划架构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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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
3

流域
5

实质
计划

1
… …

流域
2

流域
4

实质
计划

2

…

2.县级综合治水检讨

3.各流域综合治水计划

4.实质建设、保育计划

水
环
境

水
资
源

水
治
理

营造
优质
水环
境

调配
管理
策略

综合治水
发展策略

建立水政策（水治理主轴、水环境、水资源）

整体四级架构，逐步推动，迈向幸福宜兰

1.水政策纲领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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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范围涵盖全县主要河川与集水区



综合治水计划包含产业、土地调整检讨

20

改善环境敏感区

洪泛、暴潮、积水
地下水补注区
地层下陷区
地质敏感
生态环境

推动流域径流分配与
减量

排水干、支线整治

多目标滞洪、蓄洪湖

防洪警戒系统

聚落生活立体规划

基础建设耐淹水化

维生道路加高

蓄洪湖挖方填高低地

养殖专区海水统筹供
应

休耕补偿、造林保水

适水水性农业示范

亲水观光游憩、产业
推广



台九线

潜在淹水地区

总计面积约1,500公顷

中游都市计划区
     建物贮水设施
     有效贮水深度50mm
      

高地保水设施
(公地拨用)
    有效深度2公尺
  

下游低地

  公园绿地滞水设施

     有效深度0.5公尺

     

下游低地

  蓄水设施(私地征收)
  有效深度1公尺

  

与国土计划结合之分区治水策略



水利与县防灾政策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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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物设置防水闸门

2.维生.救灾道路全畅通

3.建置自主防灾小区

5.地区淹水潜势
图资公开

安全防救
灾

4.各小区风险地图
绘制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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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上游保水及贮留

• 建筑物新建、改建：参考新北市规定保水量50mm
• 新订「都市计划区雨水贮留设备补助办法」

• 新订「贮留设施公办民营奖励办法」

• 都市计划区公共设施及绿地需提供贮留量—10年重现
期距降雨总量，另建议新开发案建筑申请基地面积约
1/6需辟建贮留池（池深3m）

• 新订「低洼地区上游集水区农田修耕种水补助办法」

– 下游蓄水

• 修订「排水计划审查作业要点」（高地为径流零增量
，低地为径流零排出）

• 新订「低洼地兴办蓄水湖辅导办法」（配合休闲农业
）

• 检讨蓄水池用地征收后之容积转移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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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径流分配与减量、土地利用立体规划及相关减灾措
施使积水与民众各有所归，降低灾情，民众安心傍水而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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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状况调查

25罗东拦河堰

10.17

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9.11 0.57 0.49

0.14

0.43

0.09

0.40

8.98

0.13

用水量

100

农业用水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90 5 5

89

1

1

4

1

4

各标的用水百分
比

单位：亿吨/年

地面水9.21
(比率91%)

地下水0.96
(比率9%)

单位：%

‧现况总用水量：10.17亿m3/年，地面水9.21亿m3/年，地下水0.96亿m3/年
‧现况总用水量：农业用水占90%，生活、工业占10%‧

河川流量以川流式
取水约有11.36亿/

年可供利用



水资源议题与建议

l 行政管理之水资源安全

界定地面水安全取水量、地下水可补

注量

l 经济管理之特殊水产业用水安全

界定温泉及地热可开发量

l 土地管理与水资源

土地开发对水资源利用之影响评估

l 供水系统风险问题

现况小系统联合使用及未来大系统整

体应用之优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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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愿景
愿景：依水而生，让水成为社
会发展基础，人与水相依共生。

B、策略与目标
以永续使用为前提，成长管理
为手段，订定安全的都市地区
用水量与乡村地区补注量，健
全水圈循环，创造成乡共荣的
新水圈

C、主要措施
1.建构「水银行」
2.总量管制地面水用量
3.经营地下水资源



水环境营造前办理各乡镇市民众说明会建立全民共识
水利空间改善兼顾城乡蓝绿带，营造亲善水岸空间

水环境～亲水乐活

民众参与定义优质水环境，水利空间营造兼顾蓝绿带

27



1.河川水量保护
  再生水补注河川生

态基流量，及保
持多样物种生存、
繁衍的水量

科学且在地化的河川环境管理，归纳为四个主要方向

2.河川水质保护
  实行污水废水处理

及总量管制策略，
一次到位

3.河槽与水岸保护
  增如滨水河畔林带、

保护水岸自然栖
地等功能

4.休闲体验活动
  优质安全的水域活

动需要科学化的
河川环境管理及
营造技术

28



四、  案例及建设推动



宜兰县地区灾害防救计划2011 
(200m×200m)
水利署淹水潜势更新计划2009 
(40m×40m，10m×10m)

未来使用数值模式仿真及配合现地
调查制作淹水潜势地图
1.可信度：以高精度地形制作地图

2.有效性：增加冲击分析与配套措施研析

拟定淹水潜势分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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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潜势分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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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潜势分区地图之限制

– 明订淹水深度
0.3公分以下者
不列入易淹水地
区（属地形误差
及数值模拟误差
）

– 模拟基准为现况
2012年整治实况

– 以道路、排水路
等人工边界修正
之

– 每5年检讨修正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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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LID设施兴建(县民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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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LID设施兴建(县民大道、阳明路)



工程范围

工程位置：大同乡寒溪
村寒溪国小旁

新光步道连接寒溪及

新光二个小区，中途有
座日治时代寒溪祠古迹
。

为提升步道通行质量及
古迹周边整体景观，改
善步道安全及排水问题



工程缘起-安全回家的路



工程特性─
• 以预铸混凝土踏阶现场组立，

搭配清碎石填筑。

• 依地形调整踏深，减少现场组
模及浇置工作，加速工进。

Before After

蓄、渗



工程特性─
• 施工范围受限，重机具难以进入。

• 以小型机具及人工，少量多次克服材料搬运及施工。

资源再利用



工程特性─
• 踏阶单元可依需求设计尺寸

• 预铸工法，生产质量稳定

• 可配合整坡后地形调整踏深

• 前后单元组装便利、快速

可变式骨干步道工法施工效率



小区居民需要

考虑小区居民环境使用行为。

以透水止滑的材料提升通行安全性。

整合周边排水系统，改善下方寒溪部
落淹水。

步道以预铸混凝土踏阶组立，配合遗

迹氛围，营造幽静空间，并搭配环
境改造提升整体景观。

生态用水

生态池



成果

Before After



生态保育原则

步道周边为自然的山林环境，生
态丰富

常见各种中低海拔动物、昆虫、
爬虫及两栖类

静水池加设脱逃设施，自然材质
增加小动物使用机率

环境友善性



五、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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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海绵城市建设基本上符合生态、低碳、永续环境的需求。

u规划原则及方法为掌握全局、突出重点，故可因地制宜，
有不同呈现方式。

u一切的努力，相信明天会更好。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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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