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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章章章章    手冊導覽手冊導覽手冊導覽手冊導覽  

壹、手冊編撰目的 

近年來，為了滿足高人口密度所導致的高空間使用強度，進而加快都市化發展的

腳步，都市化過程中興建許多建築物、快速道路、鋪面、停車場與公共設施等，

導致都市地表不透水率不斷地提升。降雨過後造成地表逕流量與洪峰流量的增

加，導致都市淹水現象的發生，然改善不透水率不僅可以減少都市雨洪現象發生，

設置雨水滯留設施亦可抒解都市水循環之問題，並減輕都市熱島效應。建築基地

對水患的防範及準備，已非單僅仰賴政府而能達成，必須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

落實民眾水患防範意識，方能有效執行水災災害防治之任務。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國內目前有關建築基地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資料比較匱乏，尚無針對雨水貯集

滯洪設施的介紹手冊，而許多欲推動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相關技術與措施之人

員又有專業知識不足，以及不知道如何開始推動之困擾，因此希望透過本手

冊說明，提升建築基地對水患的防範能力，手冊中藉由介紹雨水貯集滯洪設

施種類與構造、規劃設計、維護管理等事項，提供作為相關單位及民眾推動

都市建築基地開發時減少逕流量及增加透水率設計之參考，以防範都市雨洪

現象發生。 

 

貳、手冊適用範圍 

本手冊可適用於都市計畫區之建築基地開發或建設建物時，減少地表逕流量及增

加透水率設計之參考，對象可包括都市開發、都市更新或建物重（整）建等過程

時，以增加都市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設計之參考依據。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本手冊提供給致力於都市雨洪防範之相關主管機關、水利規劃單位、從事土

木、水利、建築領域相關專業團體、民眾，以及建築、土木工程等相關學術

單位學者雨洪防範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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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手冊內容 

本手冊的編撰各章節之架構流程，可參考說明。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本手冊共可分為四章，第一章為手冊導覽及架構說明，第二章為雨水貯集滯

洪設施規劃設計相關規劃之步驟與流程介紹，第三章為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種

類介紹，第四章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規劃設計案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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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建築基地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建築基地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建築基地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建築基地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壹、規劃方法簡介 

因暴雨逕流量與洪峰流量的增加，造成都市淹水現象的發生，設置雨水貯集滯洪

設施可抒解都市水循環之問題，並減輕都市熱島效應發生。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規劃過程中需瞭解基地內土壤類型條件以及地下水位情況等，再依此採取選擇適

合的設施、配置規劃設計，增加地表透水率減少地表逕流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如何提供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方法，以降低在暴雨時基地受洪災之影響，

仰賴於一個有效且整體性的規劃，從社區發展計畫、或根據單一建築基地，

亦或者擴大到整個都市及地方區域等。本節將說明基地透水保水設施規劃之

步驟及方法。 

 

 

圖圖圖圖 2-1    基地基地基地基地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規劃流程設施規劃流程設施規劃流程設施規劃流程 



7 
 

貳、評估基地範圍土壤地質及滲透能力 

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時，必須針對土壤地質及其滲透能力加以評估。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土壤地質之調查原則上應於現場進行之，並藉現場之調查進行評估。分為下

列四大項目，簡略說明如下： 

1. 資料收集 

收集地表坡度、設置區域內滲透區與非滲透區之比例、土地使用概況、地表

覆蓋及植生狀況等相關資料，藉以掌握了解設置位置之土壤特性及可行性。 

2. 土壤組成概況 

調查有關地質狀況、地表土壤組成概況及地表下土壤組成概況。 

3. 現地滲透調查 

藉進行透水性實驗，直接於現地做滲透能力的調查。 

4. 滲透能力評估 

經由現地試驗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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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選擇適合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位置 

基地現況評估應該包括規劃範圍（建築基地範圍）的確立，以及推估及描述規劃

範圍之開發前、開發後之地文、地質環境，並蒐集相關資訊並瞭解社區基地內之

排水現況、排水限制等影響因素。 

特別需注意的是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規劃時禁止設立在具潛在邊坡不穩定的危險

區域，更需注意避免造成這些危險斜坡的穩定性。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因俱備可減少地表逕流的入滲功能，在施作基地規劃選擇

適合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之地點時，應對下列項目進行調查，以作為初步

評估是否增設透水設施之依據： 

1. 水源來源雨污水分流情況 

2. 設置區域內滲透區與非滲透區之比例 

3. 地表土壤組成概況 

4. 地表下土壤組成概況 

5. 地表坡度 

6. 地表覆蓋及植生狀況 

7. 土地使用概況 

根據上述評估調查項目，可參考表 2-1 透水設施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原

則，若透水設施預定地之總分高於 30 分，代表此位置適合設置透水設施；

總分介於 20~30 分之間表示有條件設置透水設施；總分小於 20 分則不適合

設置透水設施。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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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    透水透水透水透水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原則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原則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原則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原則 
評 估 項 目 評 分 

水源來源雨水與污水分流情況 
  ■  雨水與污水確實分流(持續進行以下評估) 
  ■  雨水與污水尚未分流(不可設置透水設施) 
1. 透水設施控制區域(含透水設施區域)不滲透區域(A IMP)與可入滲區域(A INF)之比例 
  ■  AINF ＞ 2 AIMP 15 
  ■  AIMP ≦ AINF ≦ 2 AIMP 10 
  ■  0.5 AIMP ≦ AINF ＜ AIMP 5 
  ■  AINF ≦ 0.5 AIMP 0 
2. 透水設施預定地地表土壤組成概況 
  ■  含有少許有機粗粒土壤 7 
  ■  自然腐質土壤(Humus Soil) 5 
  ■  含大量有機物之細粒土壤 0 
3. 透水設施預定地地表下土壤組成概況 
  ■  若地表下土壤顆粒較地表土壤粗，則按照項目 2. 評分  
  ■  若地表下土壤顆粒較地表土壤細，則下列三點評分  
     ‧礫石、砂或含礫石、砂之冰河沉積土(Glacial till) 7 
     ‧泥質砂(Silty sand)或壤土 5 
     ‧細砂泥(Fine silt)或黏土 0 
4. 地表坡度(S) 
  ■  S ＜ 7 % 5 
  ■  7 % ≦ S ≦ 20 % 3 
  ■  S ＞ 20 % 0 
5. 透水設施預定地地表覆蓋及植生狀況 
  ■  覆蓋良好之地表 7 
  ■  覆蓋良好之草地 5 
  ■  新植生之草地 3 
  ■  無植生－裸露之地表 0 
6. 透水設施設置位置土地使用概況 
  ■  使用頻率較低之區域 10 
  ■  常使用之徒步區域 7 
  ■  使用頻繁之徒步區域 5 
  ■  使用頻率較低之車輛行駛區域 3 
  ■  使用頻繁之車輛行駛區域 0 

總 分 說 明 
＞ 30 最佳的設置位置，透水設施可發揮極佳的效能。 

30 
｜ 
20 

良好的設置位置，建議設置前處理措施以防止透水設施阻塞而失去效能。 
中等的設置位置，必須設置前處理措施以防止透水設施阻塞而失去效能。 
較差的設置位置，需審慎估算池蓄時間且必須設置前處理設施。 

＜ 20 不適合設置透水設施。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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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規劃配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之型式與數量選定 

根據建築基地有限的環境條件下如何選擇適合的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進行規劃設

計，將影響到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之表現成效，尤其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設施之選擇

適當與否將直接對逕流體積、洪峰流量之削減有重要影響，並且必須注意及分析

各項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對雨水滯留容量表現的關係。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當無法具體決定何者為合適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式樣情況時，使用者可特別針

對設施透水成效或者基於雨水滯留容量的要求，進行擇選；在這些情况下，

建構費用可能成為適合的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選擇的首要考量。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的大小與資金投入的依據，一般可依： 

1. 決定需要被滯留的雨水體積容量 

2. 決定需要被入滲的雨水量 

3. 選擇雨水蒐集的集水區域 

4. 選擇可供貯留、入滲的區域 

首兩項主要在決定設施的體積大小，以滿足最有效的處理暴雨逕流量；後兩

項主要是針對雨水蒐集的來源對象、配置地點，進行最有效的設施配置規劃。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在配置規劃的過程中，要進一步確定的是各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的配置型

式、大小及相對位置，通常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的空間需求一般取決於： 

1. 建築基地的降雨強度或降雨量，以及預期的暴雨逕流削減量 

2. 建築基地開發後的不透水面積 

3. 可滲透區域的面積及滲透率 

4. 雨水暫存的收集容量，可以暫時的保留雨水直到它入滲到地底下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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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維護及長期監測 

2-5-1 建立維護管理計畫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的維護管理主要是在設施完成後，該設施後續的長期維護計畫

與實施，這時管理者應提供如何使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持續發揮功效，促使相關設

施維持正常運作狀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為確保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或設備維護之遂行，設施的管理者不論是民眾或是

政府機構等，應研擬一套維護管理計畫，以確保設施在後續修護、更替零件、

清洗，以及經費之籌措等方面，均能如期進行與預備。而維護計畫擬辦時必

要的注意項目可包括： 

1. 與廠商契約擬定（包括維護、零件更替、清洗等協議擬定） 

2. 有條件的設施使用辦法擬定（包括設施使用流程、步驟及注意事項等） 

3. 相關使用權的約定（包括使用者、管理單位及設施所有權屬等約定） 

4. 其它的法律協議 

另外設施或設備在執行操作與維護時需進一步注意包括： 

1. 管理辦法的標準擬定（依設施種類擬定不同標準） 

2. 設施維護人員的培訓項目及應負責任 

3. 工作（操作）時間表 

4. 維護的頻率、時間 

5. 設備廠商的聯絡方式及定期保養日程 

6. 維護經費的籌措 

此外，管理者應該要求設施每年至少檢查系統 1~2 次，並要求設施施作廠商

必要的服務及保固、修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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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設施維護管理重點 

設施管理維護之重點會隨不同技術方式有不同的修繕、清洗事項，在簡易的維護

時使用者可針對這些重點進行檢測。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維持可滲透區域地表排水路的順暢，每年定時的清除雨

水貯集槽、入滲池、窪地等設施內之淤積物，以及每年應固定檢測相關排水

連結是否堵塞、淤積，溢流通道是否順暢，溢流出口是否堵塞等，皆須清理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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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壹、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類型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即是利用雨水貯集、滲透等設施，將雨水貯存收集下來，或使

之滲入到地表下的功能。這些設施的配置不僅能降低都市洪水的尖峰流量，減少

逕流體積，並可補注地下水源、增進蒸發散，以及改善河川水質等，伴隨雨水利

用的節水效果達到都市水循環的改善。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為降低都市洪水尖峰流量，減少逕流體積，惟有進行雨水貯集，加強都市透

水性改善之，這些設施之設置，不僅可減少洪峰流量，也可確保河川之常流

量和地下水。在逕流到達排水口之間，可提供作為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配置的

地點及方法很多，一般可於逕流的路徑上設置，可充分發揮逕流減少及貯集

的效果，然不同土地利用型態上其工法因使用及設置方式而有多樣的種類。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之分類如圖 3‐1所示，後續針對設施類型進行介紹。 

 

 

圖圖圖圖 3-1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分類一覽分類一覽分類一覽分類一覽 

雨
水
貯
集
滯
洪
設
施

地面貯集設施

滲透排水管

滲透陰井

滲透側溝

滲透渠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地下滯(蓄)洪設施

地下貯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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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構造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常見類型大多為：地面貯集設施、滲透排水管、滲透陰井、滲

透側溝、滲透渠、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地下滯（蓄）洪設施及地下貯集設施等，

各種設施可依現場狀況單獨或數種型式搭配使用。 

 

3-2-1 地面貯集設施 

地面貯集設施或稱滯洪池/滯蓄池，基本構造是由一儲水空間、入流口（管）、放

流口（管）等所構成，可依基地空間條件選擇適合之形狀、設施規模。可提供作

為調節技術的地點很多，而於逕流的流路上設置小型地面貯集設施，可充分發揮

逕流滯蓄的效果。其工法因使用及設置方式而有多樣的種類，依據調節技術之逕

流儲存方式，可概分為滯洪、滯蓄二種型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地面貯集設施相關說明如下： 

1. 滯洪型調節逕流機能係限定在一定期限內的調節，以其設施容量暫時儲存

上游來水，並以滯洪口控制出流量使水慢慢排去，可延遲洪水波到達下游

時間並削減洪峰流量；一般而言，滯洪設施僅為控制出流量之水工結構物，

在雨停後不久即將池中蓄水完全排除，並無減少逕流體積的功能。 

2. 滯蓄型之蓄水並不排放至下游，可結合現有或人工的池塘、窪地予以儲存

部分之洪水體積，具有減少逕流體積、尖峰流量及延遲洪水波之功效。一

般而言，除減洪功能外尚可維持水生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3. 在實務上滯洪/滯留並非拘泥於某種單一型式，可依現場狀況適當配置以

達設計之目的，若地質狀況許可，貯留設施也可同時可設計成具有入滲之

功能。 

4. 若將設施底部設計為孔隙貯留，其填充材料必須是孔隙率高，對上載負荷、

側壓有足夠承載力的材料。 

5. 地面貯集設施之周圍應設置圍籬、警告標語及安全爬梯等防護設施，並宜

於周圍設置美化綠帶，以增加池邊之穩定，並減少泥沙之流失。 

6. 適用區域：社區開放空間；設施配置位置：停車場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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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 

1. 建築基地面積達 4,000 平方公尺之社區開放空間方得設置。 

2. 入流設計：入流設施為集中逕流或引流入地面貯集設施內之用。一般離槽

滯（蓄）洪池入流設施種類可使用堰、孔口、閘閥及抽水設備；在槽滯（蓄）

洪池入流設施種類可使用堰等設施。為防止大型漂浮物進入池內或造成入

流設施阻塞，必須於入口前端裝設攔污柵網。 

3. 出流設計：出流設施為將儲流水量排放之設施，包括排放立管、孔口、堰

與涵管等型式。為了達到保全管路通暢以及安全維護之目的，必須於涵管

入口加設攔污柵網。而攔污柵網規格需配合設計流量與流速來選定。如需

考量多重的暴雨重現期，則可設計數個不同暴雨重現期事件所對應之放流

高程。 

4. 貯留設計：貯留設施作為貯滯（蓄）洪水之用，依設置區位所在可分為在

槽滯（蓄）洪及離槽滯（蓄）洪。以原有之洪水平原或河道內作為貯流設

施，稱為在槽滯（蓄）洪。將水流自輸水渠道中導入鄰近的儲流區或是地

下水層，稱為離槽滯（蓄）洪。 

5. 複合式設計：可配合複合式設計地點如集合住宅棟間綠地、停車場、公園

綠地、運動設施等，利用貯集淺層雨水方式作為貯集洪水之用；在設計時

須注意其貯集水深，一般水深界線以 0.1 ~ 0.3 m為保守深度，並以不危

害原有設施使用者行動為基本設計。 

 

 

圖圖圖圖 3-2    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剖面示意圖剖面示意圖剖面示意圖剖面示意圖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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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滲透排水管 

滲透排水管即是將基地內無法由自然入滲排除之降水設法集中於管內後，再慢慢

入滲至地表下，達到其輔助入滲的效果。滲透排水管是由透水管、填充碎石、鋪

砂、透水不織布、管口過濾器等所組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滲透排水管相關說明如下： 

1. 管的材質從早期的陶、瓦管、多孔混凝土管、有孔塑膠管進化為蜂巢管、

網式滲透管、尼龍紗管至最近之不織布透水管等，它可以利用毛細現象將

土壤中的水引導入管內，再緩緩排除。 

2. 由表 3‐1 可知滲透排水管外渠道尺寸範圍，長約 250~750 mm，高約

280~700 mm及滲透排水管管徑約φ75~200 mm。 

3. 材質種類有陶、瓦管、多孔混凝土管、有孔塑膠管進化為蜂巢管、網式滲

透管、尼龍紗管至最近之不織布透水管等；材質種類的選定應視現場狀況、

施工性、經濟性、清掃及維護管理等作決定。 

4. 管直徑在一般住家建築基地內等空間較窄的地方約φ100 ~ 150 mm，較大

型的建築基地或社區整體規劃等可採用直徑φ200 mm作為標準。此外在

縱向的配置時，為了確保水流經透水管能順暢不會造成砂土堆積等現象，

設計時須防止堵塞造成滲透能力下降的情況。 

5. 入口宜設置陰井，具穩流與沉砂作用，避免排水管淤積。外層的材料不僅

有足夠的抗壓強度，也可避免泥砂滲入造成淤積。 

6. 適用區域：基地開放空間、社區開放空間；設施配置位置：建築物周圍、

街/車道及人行道、停車場、庭院及露天停車場。 

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 

1.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2. 底床與高水位間至少需間隔 60 cm。 

3. 不透水面積與透水面積的比例最大為 5：1。 

4. 底部土壤不能夯實。 

5. 管外渠道寬度最小為 90 cm，最大不得超過 2 m，級配礫石層最大厚度不

得超過 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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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距離建築物至少 3 m。 

7. 透水管外應包覆不織布避免阻塞。 

8. 透水管上方回填深度至少 30 cm，同時需至少有 15 cm壤土以利植栽。 

9. 需設置緊急溢流設施。 

 

表表表表 3-1    滲透排水管尺寸表滲透排水管尺寸表滲透排水管尺寸表滲透排水管尺寸表 
單位：mm      

滲透排水管 
外渠道寬 
（L） 

滲透排水管 
外渠道高 
（B） 

過率砂層高 
 

（C） 

表面覆土 
 

（A） 

管徑 
 

（D） 

250 280 20 150 75 
300 325 25 150 100 
350 375 25 150 125 
400 420 30 150 150 
550 560 40 200 200 
750 700 50 2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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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    雨水滲透排水管橫斷面雨水滲透排水管橫斷面雨水滲透排水管橫斷面雨水滲透排水管橫斷面 

 

 

圖圖圖圖 3-4    雨水滲透排水管縱斷面雨水滲透排水管縱斷面雨水滲透排水管縱斷面雨水滲透排水管縱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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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滲透陰井 

滲透陰井是屬於垂直式的輔助入滲設施，利用內部的透水涵管來容納土壤中飽和

的雨水，待土壤中含水量降低時，再緩緩排除，屬於垂直式的輔助入滲設施，可

以有較佳的滲透的效果。滲透陰井是由滲透陰井本體、填充碎石、鋪砂、透水不

織布、連接管（集水管、排水管、透水管等）、附帶設備（阻塞防止裝置等）等所

構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滲透陰井相關說明如下： 

1. 基地用戶應於都市計畫建築線或現有道路旁內側之私地設置公私分界點

之人孔或陰井，再排放至管涵；但經管理機關核准免設者，不在此限；而

在管渠於彎折、會合點、寬度變化點，或坡度或地勢變化處，應設置（滲

透）陰井，以維持其結構穩定。 

2. 由表 3‐2滲透陰井尺寸表可知，內徑約φ150 ~ 500 mm，高約 400 ~ 800 

mm。 

3. 圖 3‐6為滲透陰井單獨設置滲透箱的情形；圖 3‐7為滲透陰井結合滲透排

水管或滲透側溝來使用的情形。 

4. 材質種類有混凝土、樹脂、纖維混凝土、聚乙烯等。混凝土陰井強度高、

易施工、清掃及維護管理容易，長期確保滲透能力；樹脂陰井薄壁、輕量、

切斷容易、清掃及維護管理容易。 

5. 滲透陰井之滲透孔隙很容易遭到垃圾、泥砂、青苔的阻塞而失去功能，設

計時切記在底部或連接管部設置可拆裝網罩，以利清理而維持滲透之功

能。 

6. 滲透陰井周圍覆蓋的級配層是為了增加雨水貯留的空間，並且防止細小的

泥沙造成管壁的阻塞現象。通常「滲透陰井」與「滲透排水管」配合，運

用於各類運動場、公園綠地以及土壤透水性較差的建築基地之中。 

7. 適用區域：基地開放空間、社區開放空間；設施配置位置：建築物周圍、

街/車道及人行道、停車場及停車位。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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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 

1.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2. 底床與高水位間至少需間隔 60 cm。 

3. 不透水面積與透水面積的比例最大為 5：1。 

4. 底部土壤不能夯實。 

5. 距離建築物至少 3 m。 

6. 陰井外應包覆不織布避免阻塞。 

7. 需設置緊急溢流設施。 

8. 蓄水量需於 72 hr內排空。 

 

 

圖圖圖圖 3-5    雨水滲透陰井構造斷面圖雨水滲透陰井構造斷面圖雨水滲透陰井構造斷面圖雨水滲透陰井構造斷面圖 

 

表表表表 3-2    滲透陰井尺寸表滲透陰井尺寸表滲透陰井尺寸表滲透陰井尺寸表 
單位：mm      

陰井內徑 
 

（a） 

陰井高 
 

（b） 

過率砂層高 
 

（C） 

陰井外寸寬 
 

（L） 

陰井外寸高 
 

（B） 

表面覆土 
 

（A） 
150 400 10 300 390 100 
200 400 10 400 390 100 
250 500 30 500 510 100 
300 500 30 600 510 100 
350 600 35 700 630 100 
400 600 35 800 630 100 
500 800 50 1,000 8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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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6    雨水滲透陰井單獨設置示意圖雨水滲透陰井單獨設置示意圖雨水滲透陰井單獨設置示意圖雨水滲透陰井單獨設置示意圖 

 

 

圖圖圖圖 3-7    雨水滲透陰井組合設置標示意圖雨水滲透陰井組合設置標示意圖雨水滲透陰井組合設置標示意圖雨水滲透陰井組合設置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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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滲透側溝 

滲透側溝係屬地區排水明溝，為基地之地面排水設施，係以系統幹支線水路，匯

集水路周邊之大片地區地面雨水。滲透側溝為一透水材料構造，以碎石填充周邊

之排水溝，使其除具排水功能外並能使雨水從側面及底部滲入土壤之入滲設施。

滲透側溝由格柵板、不織布、透水材料、碎石級配及過濾砂層等所構成。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滲透側溝相關說明如下： 

1. 滲透側溝則多是收集經由「滲透排水管」及「滲透陰井」所排出的雨水，

來組成整個滲透排水系統，也因此往往適用在較寬廣之區域。 

2. 滲透側溝可現場構工施作，亦可以預鑄之側溝於現場設置。其材質有混凝

土、高密度聚乙烯、透水混凝土、玻璃纖維混凝土預鑄側溝等。 

3. 滲透側溝可使用於較大面積的排水區域邊緣，來容納較大之水量，因此，

滲透側溝的管涵斷面積也較上述兩者為大，在管涵材料的選擇上，必須以

多孔隙的透水混凝土為材料，或是將混凝土管涵設計為具有穿孔的型式，

以利雨水入滲。 

4. 滲透側溝也可為道路工程設計配合之路面排水設施，亦為兼負道路兩旁住

居建築之落水管及其地面排水之銜接水路，係提供水流通水斷面，使水路

能以重力流情況往下排流。 

5. 適用區域：基地開放空間、社區開放空間；設施配置位置：建築物周圍、

街/車道及人行道、停車場及停車位、庭院及露天停車場。 

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 

1.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2. 底床與高水位間至少需間隔 60 cm。 

3. 不透水面積與透水面積的比例最大為 5：1。 

4. 底部土壤不能夯實。 

5. 管外渠道寬度最小為 90 cm，最大不得超過 2 m，級配礫石層最大厚度不

得超過 1.5 m。 

6. 距離建築物至少 3 m。 

7. 溝外渠道應鋪設不織布避免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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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需設置緊急溢流設施。 

 

 

圖圖圖圖 3-8    雨水滲透側溝斷面示意圖雨水滲透側溝斷面示意圖雨水滲透側溝斷面示意圖雨水滲透側溝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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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滲透渠 

與「滲透側溝」相比，滲透渠則是比滲透側溝更為大型的入滲設施，且通常不與

「滲透排水管」及「滲透陰井」連接使用。滲透渠為地面之溝渠，是在開挖凹面

之低窪壕溝進行滲透，壕溝上回填透水性良好之土壤，經過濾的水再流入壕溝，

回填土則可植生使其土壤成團，維持自然過濾；故與草溝相比，草溝是偏向「自

然」的排水方式，而滲透渠則是屬於「工程性」的排水方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滲透渠相關說明如下： 

1. 滲透渠之水流是以漫地流的型式經由植生帶流入設施中，滲透渠內部以卵

石填充，底部鋪設 150 mm砂濾層，在砂石與土壤間常置有透水不織布，

以作為減少地下水之污染及土壤細顆粒進入砂石間空隙減少貯水量，圖

3‐16為滲透渠斷面示意圖。 

2. 滲透渠除了地表逕流減量的功能外，尚有去除逕流污染物的效用；當污染

物進入滲透渠中，可因沈澱、植物根部吸附及轉換等作用而被去除。根據

國外的使用經驗與評估，滲透渠如設計及維護良好，可去除 100 %的懸浮

固體，30 ~ 70 %之營養鹽，15 ~ 80 %之重金屬；滲透渠底部及側邊皆可

入滲，因此即使滲透渠底面阻塞，滲透渠側邊仍可維持 1/4 的入滲能力。 

3. 適用區域：社區開放空間；設施配置位置：停車場及停車位、庭院及露天

場所。 

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同滲透側溝。 

 

 

圖圖圖圖 3-9    雨水滲透渠斷面示意圖雨水滲透渠斷面示意圖雨水滲透渠斷面示意圖雨水滲透渠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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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係採取工程性或管理性之措施，收集、蓄存降雨，以進行調節

利用。簡而言之，即將環境中水文循環再生過程的雨水，予以截取貯存經簡單淨

化處理後加以利用之技術。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相關說明如下： 

1.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係以人工設施收集雨季超量之雨水，貯留供給乾季或平

時使用，主要以屋頂平面、牆面集流方式為主，除可作為農業灌溉、工業

及民生用水（如冷卻、消防、景觀、馬桶沖水等）之替代補充水源，都會

區洪氾時期亦具有滯洪、蓄洪、分洪、減洪之防災功效。 

2. 雨水貯集利用設施若作為供水使用，須注意雨水水質之處理與定期監測，

供水標的以不與人體接觸之用水為主，如沖廁、澆灌。為維持穩定供水可

設置二元供水系統與自來水供水系統併聯供水，惟雨水、自來水管線與貯

水槽須分開。若作為減洪之用，則須考慮貯水蓄水之操作以蓄洪濟枯。 

3. 屋頂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組成包含了六個主要子設施：集水設施、輸水設施、

淨水設施、貯水設施、監測控制設施、動力設施及雨水應用標的，簡略說

明如下： 

� 集水設施：即降雨接觸之區域指建築物之屋頂或牆面。 

� 輸水設施：即指輸送雨水之管線。 

� 淨水設施：可依照各雨水使用標的用途標準處理雨水水質。 

� 貯水設施：儲存雨水。 

� 監測控制設施：對水質與水量之監測及運作操作之控制。 

� 動力設施：運送雨水所需之動力。 

� 雨水應用標的：處理過後之雨水使用之用途，如澆灌、沖廁、雨撲滿

及景觀池等。 

4.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貯水槽配置分類參考表 3‐3。 

5. 適用區域：建築物本體；設施配置位置：屋頂、庭院及露天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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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 

1. 貯水槽若設置於屋上或地上，應以鋼筋混凝土施工構築，不得採磚砌或塑

膠桶槽。 

2. 針對頂樓防滲漏處理，應審慎檢討。 

3. 輸水管線之坡度及管徑設計，須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二章給水

排水設備及衛生設備之相關規定。 

4. 大型建築物高低樓層收集管路壓差大的二根直立管路，必須分開配管。雨

水立管與橫管不可以 90°直接接續，宜以 45°角進行緩衝配管，並留置清

潔口以便洩壓清理管內沈積物。 

5. 雨水供水管路與自來水管路應分開設置，雨水供水管於露明處應採用綠色

或漆塗綠色作為區別， 且每隔 5 m標記「雨水」字樣及雨水流向箭頭，

以防止錯接誤用。 

6. 雨水供水槽頂部應設置溢流口，其水位不得高於槽內自來水補水設施之進

水位置，以防止雨水溢流時回流至自來水塔。 

7. 降雨初期的雨水會將大量沈積集水區的沈積物帶入儲水槽，所以配合系統

設計初期雨水截留設施是必須的規劃。截留雨水量係指降雨初期 1 mm之

水量，以減緩儲水槽的淤積。初期降雨截留量依下式計算之： 

初期雨水截留量（m3）=收集面積（m2） × 0.001 

8. 所有儲水槽之設計均須覆蓋以防止灰塵、昆蟲等雜物進入，溢流管、入流

管、放流管應視需要設計掩蔽（如逆止閥）以防止雜物進入。 

9. 儲水槽滿水溢流及排水設計應以自然重力排水為優先設計考量，必要時得

配合加裝機械動力排水及人工安全閥件等設備。 

10. 若相關貯流設施設於地下，無法以重力排放，則需藉由設置抽水機排放，

相關機械抽排之設計計算如下： 

� 出水管徑 D(mm)= Q×892  

� 使用抽水機馬力(Hp)= HQ ××52.17  

其中，Q 為設計之排放量，單位為 cms；H 為總揚程，單位為 m。 

上開機械抽排設計計算係建議值，不列入檢查項目。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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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貯水槽配置分類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貯水槽配置分類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貯水槽配置分類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貯水槽配置分類 
配置形式 構造概念 適用建物 備註 

屋上 
設置型 

 

一般住宅 
1.節能、動力需求少。 
2.維持管理容易。 
3.承載量需計算在內。 

地上 
設置型 

 

一般住宅 
1.維持管理容易。 
2.需有供水之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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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地下滯（蓄）洪設施 

地下滯（蓄）洪設施與雨水貯集利用系統功能相近，多利用建築基地內及建築物

屋頂之降雨，以地下貯留槽或筏基貯留。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地下滯（蓄）洪設施相關說明如下： 

1. 地下滯（蓄）洪設施係以人工設施或天然地形收集雨季超量之雨水，達到

滯（蓄）洪的目的，主要以屋頂平面、地下貯留槽或筏基集流方式為主，

除可作為農業灌溉、工業及民生用水（如冷卻、消防、景觀、馬桶沖水等）

之替代補充水源，都會區洪氾時期亦具有滯洪、蓄洪、分洪、減洪之防災

功效。 

2. 地下滯（蓄）洪設施若作為供水使用，須注意雨水水質之處理與定期監測，

供水標的以不與人體接觸之用水為主，如沖廁、澆灌。為維持穩定供水可

設置二元供水系統與自來水供水系統併聯供水，惟雨水、自來水管線與貯

水槽須分開。若作為減洪之用，則須考慮貯水蓄水之操作以蓄洪濟枯。 

3. 屋頂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組成包含了六個主要子設施：集水設施、輸水設施、

淨水設施、貯水設施、監測控制設施、動力設施及雨水應用標的，簡略說

明如下： 

� 集水設施：即降雨接觸之區域指建築物之屋頂或牆面。 

� 輸水設施：即指輸送雨水之管線。 

� 淨水設施：可依照各雨水使用標的用途標準處理雨水水質。 

� 貯水設施：儲存雨水。 

� 監測控制設施：對水質與水量之監測及運作操作之控制。 

� 動力設施：運送雨水所需之動力。 

� 雨水應用標的：處理過後之雨水使用之用途，如澆灌、沖廁、雨撲滿

及景觀池等。 

4. 地下滯（蓄）洪設施貯水槽配置分類參考表 3‐4。 

5. 適用區域：建築物本體；設施配置位置：地下貯留槽或筏基。 

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規劃原則：：：：同雨水貯集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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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4    地下滯地下滯地下滯地下滯（（（（蓄蓄蓄蓄））））洪設施洪設施洪設施洪設施貯水槽配置分類貯水槽配置分類貯水槽配置分類貯水槽配置分類 
配置形式 構造概念 適用建物 備註 

能自然 
排水溢流 

 

1.一般住宅 
2.學校 

1.適用於規模大型之建築

物。 
2.可在筏基、地基等使

用，亦可設置於屋外。 

不能自然 
排水溢流 

 

1.集合式住宅 
2.地下停車場 

1.適用於水源缺乏及安全

無慮等處。 
2.可在筏基、地基等使

用，亦可設置於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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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地下貯集設施 

地下貯集設施基本上是一種藉由創造地下儲水空間來保水的方法，亦即在空地地

下挖掘蓄水空間，填入礫石、廢棄混凝土骨料或組合式蓄水框架，外包不織布，

讓雨水暫時貯集於此地下孔隙間的方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地下貯集設施相關說明如下： 

1. 地下貯集設施係在空地地下挖掘蓄水空間，填入礫石、廢棄混凝土骨料或

組合式蓄水框架，外包不織布，讓雨水暫時貯集於此地下孔隙間的方法。 

2. 地下空間埋設的礫石越大，其蓄水孔隙率越大，尤其是蓄洪專用的組合式

蓄水框架的蓄水空間比更高達 80 %以上，因此下大雨時，此地下空間便

能貯集較大的水量，然後讓之慢慢滲透回土壤之中，以同時達到貯集及滲

透的保水功效。 

3. 圖 3-10為礫石與組合式蓄水框架的地下貯集設施示意圖，兩種工法均需

考慮其路面承載性能，並且需覆蓋不織布以防止孔隙受到泥土阻塞喪失蓄

水功能。 

4. 地下貯集設施在透水性能不佳的地質上相當有效，幾乎成為地下儲水窖的

功能。透過一些配管抽水手法，更可將貯集的雨水做為洗車、澆花等雜用

水的利用。 

5. 適用區域：社區開放空間；設施配置位置：廣場、空地、停車場、學校操

場、庭院等開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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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剖面圖 

圖圖圖圖 3-10    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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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容量評估 

3-3-1 相關規範 

都市計畫區依據「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

設施之建築行為規模」訂定之最小滯留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依據「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施之

建築行為規模」（民國 102 年 6 月 24 日發佈） 

1. 臺南市都市計畫地區新建、增建或改建之 5 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住

宅區及商業區建築物，應依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18 條規定設置防

洪或雨水貯留設施。 

2. 臺南市 5 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物，除山坡地建

築已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劃設置滯洪設施、個別興建農會、建築基地面

積未達 300 平方公尺及未增加建築面積之增建或改建部分者外，應依下

列各款規定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 於法定空地、建築物地面層、地下層、筏基內或露台設置水池或儲水

槽，以管線或溝渠收集屋頂、外牆面或法定空地之雨水，並連接至建

築基地外雨水下水道系統。 

� 採用密閉式水池或儲水槽時，應具備泥砂清除設施。 

�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無法以重力式排放雨水者，應具備抽水設備排放，

並應於地面層以上及流入水池或儲水槽前之管線或溝渠設置溢流設

施。 

�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得於四周或底部設計具有滲透雨水功能，並得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建築基地保水或建築物雨水貯留利

用系統之規定合併設計。 

3. 新建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物者，依前點設置之雨水貯集滯

洪設施，其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低於下列規定： 

� 建築基地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1,000 平方公尺者，以建築基地

面積乘以 0.01（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 建築基地面積 1,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2,000 平方公尺者，以建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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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乘以 0.02（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 建築基地面積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3,000 平方公尺者，以建築基

地面積乘以 0.03（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 建築基地面積 3,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4,000 平方公尺者，以建藥基

地面積乘以 0.04（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 建築基地面積達 4,000 平方公尺者，以建築基地面積乘以 0.045（立

方公尺／平方公尺）。 

建築基地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4,000 平方公尺者，依前項規定計算

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計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建築基地保

水或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之規定容量。 

4. 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者，依第二點設置

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其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低於下列規定： 

� 建築基地 3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1,000 平方公尺者，以新建、增建或

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01（立方公尺／平

方公尺）。 

� 建築基地 1,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2,000 平方公尺者，以新建、增建

或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02（立方公尺／

平方公尺）。 

� 建築基地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3,000 平方公尺者，以新建、增建

或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03（立方公尺／

平方公尺）。 

� 建築基地 3,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4,000 平方公尺者，以新建、增建

或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04（立方公尺／

平方公尺）。 

� 建築基地達 4,000 平方公尺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

除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045（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5. 申請人應以書面並檢具雨水貯留設施檢核計算、簽證表、平面配置圖及管

線配置圖，併同建照（使照）審查時一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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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各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評估 

各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評估計算，透水保水設施容量可參考「建築基地保水設

計技術規範」之保水計算方法。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根據各工法之型式提出雨水貯集滯洪量設計公式以及「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

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施之建築行為規模」，於建築基地

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4,000 平方公尺者，依前項規定計算雨水貯集設

計容量，不計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建築基地保水或建築物雨

水貯留利用系統之規定容量。當建築基地面積大於等於 4,000 平方公尺者，

可以下式描述： 

雨水貯集滯洪量 = 設施之透水量 + 設施之貯留量 

故在設計時，可依據設施之型式選用相對之設計公式，依據設施之設置數量

評估其雨水貯集滯洪量。本手冊將各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計算公式彙整於表 3-5

所示。其中相關主要參數說明如下： 

Qi：各類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量（m3），其計算方式詳表 3-5

所示。 

f ：基地最終入滲率（m/s）；最終入滲率係指降雨時，雨水被土壤吸收之

速度達穩定時之值，應在現地進行入滲試驗求之，或以表層 2 m以內

土壤認定之。應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做鑽

探調查，將鑽探結果中表層 2 m以內土壤之「統一土壤分類」（unified 

classification）代入表 3-6以取得 f 值，f 值介於 10-5~10-7。有多孔鑽探

資料不一致時，由技師或建築師之經驗依資料分佈取其代表值。未符

合本條規定而無需做鑽探調查者，可由鄰地鑽探資料判斷，或以其表

土狀況依建築師經驗判斷之，並代入表 3-7以取得 f 值。 

t ：最大降雨延時基準值(s)。標準值為 86,400 sec。 

允許放流量：以水利署民國 92 年「臺灣地區雨量測站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公式分析」之 Horner公式為標準，其 5 年重現期降雨強度為

153.85 mm/hr，單位面積排放量為 0.000034 cms/m2。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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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1/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 Q1 = V1 
變數說明 V1：地面貯集設施高低水位間之體積(m3) 

設置型式 

能自然排水溢流 

 
 
不能自然排水溢流 

 

備註 
非供公眾使用之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面積未達 4,000平方公尺

不得設置本類地面貯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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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2/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地面貯集設施（（（（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 Q2 = V2 + A2·f·t 

變數說明 
V2：地面貯集設施高低水位間之體積(m3) 
A2：地面貯集設施可透水面積(m2) 

設置型式 

能自然排水溢流 

 
 
不能自然排水溢流 

 

備註 
1.非供公眾使用之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面積未達 4,000平方公

尺不得設置本類地面貯集設施。 
2.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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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雨水雨水雨水貯集滯洪貯集滯洪貯集滯洪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3/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滲透排水管滲透排水管滲透排水管滲透排水管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3 = 0.1·L Q3 = 0.1·L + 8·x0.2·k·L·t 

變數說明 
L：滲透排水管總長度(m) 
x：為開孔率(%)，滲透排水管之開孔面積與其表面積之比 
k：基地土壤滲透係數(m/s) 

設置型式 

 
備註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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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4/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滲透陰井滲透陰井滲透陰井滲透陰井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4 = 0.015·n Q4 = 0.015·n + 3.0·f·n·t 
變數說明 n：滲透陰井個數 

設置型式 

 
備註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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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5/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滲透側溝滲透側溝滲透側溝滲透側溝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5 = 0.1·L Q5 = 0.1·L + a·k·L·t 

變數說明 

L：滲透側溝總長度(m) 
a：側溝材質為透水磚或透水混凝土為 18.0，紅磚為 15.0；若為滲

透係數 kg(m/s)之新滲透材質時，a=40 kg0.1 
k：基地土壤滲透係數(m/s) 

設置型式 

 
備註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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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6/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滲透滲透滲透滲透渠渠渠渠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6 = 0.1·L Q6 = 0.1·L + a·k·L·t 

變數說明 

L：滲透渠總長度(m) 
a：渠道材質為透水磚或透水混凝土為 18.0，紅磚為 15.0；若為滲

透係數 kg(m/s)之新滲透材質時，a=40 kg0.1 
k：基地土壤滲透係數(m/s) 

設置型式 

 
備註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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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7/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7 = V7 
變數說明 V7：貯水設施體積(m3) 

設置型式 

 

備註 
貯水槽若設置於屋上或地上，應以鋼筋混凝土施工構築，不得採磚

砌或塑膠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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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8/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雨水貯集利用系統（（（（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8 = V8 + 0.015·n Q8 = V8 + 3.0·f·n·t + 0.015·n 

變數說明 
V8：貯水設施體積(m3) 
n：滲透陰井個數 

設置型式 

 

備註 
1.貯水槽若設置於屋上或地上，應以鋼筋混凝土施工構築，不得採

磚砌或塑膠桶槽。 
2.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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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9/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地下滯地下滯地下滯地下滯（（（（蓄蓄蓄蓄））））洪設施洪設施洪設施洪設施（（（（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9 =r·V9 

變數說明 
r：專用蓄水貯集框架為 0.9，RC結構貯水設施為 1 
V9：貯水設施體積(m3) 

設置型式 

能自然排水溢流 

 
 
不能自然排水溢流 

 
備註 可在筏基、地基等使用，亦可設置於屋外。 

 

  

MAXMAX
線段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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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10/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地下滯地下滯地下滯地下滯（（（（蓄蓄蓄蓄））））洪設施洪設施洪設施洪設施（（（（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10 = r·V10 + 0.015·n Q10 = r·V13 + 0.015·n + 3.0·f·n·t 

變數說明 
r：專用蓄水貯集框架為 0.9，RC結構貯水設施為 1 
V10：蓄水貯集空間體積(m3) 
n：滲透陰井個數 

設置型式 

能自然排水溢流 

 
 
不能自然排水溢流 

 

備註 
1.可在筏基、地基等使用，亦可設置於屋外。 
2.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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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11/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無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11 =r·V11 

變數說明 
r：礫石貯集設施為 0.2，專用蓄水貯集框架為 0.8，但礫石貯集最

大只能計入地表深度 1 m內之體積 
V11：蓄水貯集空間體積(m3) 

設置型式 

能自然排水溢流 

 
 
不能自然排水溢流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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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5    各類各類各類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表表表表(12/12) 

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設施名稱：：：：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地下貯集設施（（（（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搭配透水入滲設計）））） 

計算公式 Qi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Q12 = r·V12 Q12 = r·V12 + A17·f·t 

變數說明 

r：礫石貯集設施為 0.2，專用蓄水貯集框架為 0.8，但礫石貯集最

大只能計入地表深度 1 m內之體積 
V12：蓄水貯集空間體積(m3) 
A12：貯集設施地表面積(m2) 

設置型式 

能自然排水溢流 

 
 
不能自然排水溢流 

 
備註 須在無雨水污染與雨污水嚴格分流的情況下始得設置。 

 

  

MAXMAX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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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6    統一土壤分類與土壤最終入滲率統一土壤分類與土壤最終入滲率統一土壤分類與土壤最終入滲率統一土壤分類與土壤最終入滲率 f 及滲透係數及滲透係數及滲透係數及滲透係數 k 值對照表值對照表值對照表值對照表 

土層分類描述 
粒徑 D10 

(mm) 
統一土壤分類 

最終入滲率 f 
(m/s) 

土壤滲透係數 k 
(m/s) 

不良級配礫石 0.4 GP 10-5 10-3 

良級配礫石 － GW 

10-5 10-4 沈泥質礫石 － GM 

黏土質礫石 － GC 

不良級配砂 － SP 
10-5 10-5 

良級配砂 0.1 SW 

沈泥質砂 0.01 SM 
10-6 10-7 

黏土質砂 － SC 

泥質黏土 0.005 ML 

10-7 

10-8 

黏土 0.001 CL 10-9 

高塑性黏土 0.00001 CH 10-11 
資料來源：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2012 
註：1. 若基地表層土為回填土時，其最終入滲率統一取 10-5 m/s。 

2. 屬於相同土壤統一分類的不同土質，會因為緊密程度以及組成的不同，其滲透係數的值會有所差

異，最大會有±10 的誤差。本表為求評估上之客觀，乃是取其最小值，可使評估結果較為保守可

信。 

 

表表表表 3-7    土壤最終入滲率土壤最終入滲率土壤最終入滲率土壤最終入滲率 f 及滲透係數及滲透係數及滲透係數及滲透係數 k 值簡易對照表值簡易對照表值簡易對照表值簡易對照表 
土       質 砂土 粉土 黏土 高塑性黏土 

最終入滲率 f 
(m/s) 

10-5 10-6 10-7 10-7 

土壤滲透係數 k 
(m/s) 

10-5 10-7 10-9 10-11 

資料來源：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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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8    臺南市雨水貯集滯臺南市雨水貯集滯臺南市雨水貯集滯臺南市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洪設施容量計算表洪設施容量計算表洪設施容量計算表 
一一一一、、、、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 

建築基地面積(m2) 
○1  

係數(m3/m2) 
○2  

需設容量(m3) 
○3  = ○1  × ○2  

   
1.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者，建築基地面積○1 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

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計算。 
2.係數○2 依下表選用： 

建築基地面積(m2) 
○1  

係數(m3/m2) 
○2  

300 ≦ ○1  ＜ 1,000 0.01 

1,000 ≦ ○1  ＜ 2,000 0.02 

2,000 ≦ ○1  ＜ 3,000 0.03 

3,000 ≦ ○1  ＜ 4,000 0.04 

○1  ≧ 4,000 0.045 

   
二二二二、、、、雨水貯集滯雨水貯集滯雨水貯集滯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洪設施容量計算洪設施容量計算洪設施容量計算 

雨水貯集 
滯洪設施 

公式 

形狀、面積、 
個數 

設施容量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新建建築物且建築基

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

物，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地面貯

集設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 Q1 = V1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 Q2 = V2 + A2·f·t   

滲透排水管 Q3 = 0.1·L 
Q3 = 0.1·L + 
8·x0.2·k·L·t 

  

滲透陰井 Q4 = 0.015·n 
Q4 = 0.015·n + 
3.0·f·n·t 

  

滲透側溝 Q5 = 0.1·L Q5 = 0.1·L + a·k·L·t   
滲透渠 Q6 = 0.1·L Q6 = 0.1·L + a·k·L·t   

雨水貯

集利用

系統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7 = V7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8 = V8 + 0.015·n 

Q8 = V8 + 3.0·f·n·t + 
0.015·n 

  

地下滯

(蓄)洪設

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9 =r·V9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10 = r·V10 + 0.015·n 

Q10 = r·V10 + 0.015·n 
+ 3.0·f·n·t 

  

地下貯

集設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11 =r·V11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12 = r·V12 Q12 = r·V12 + A12·f·t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4 (m3)  
三三三三、、、、評估比較評估比較評估比較評估比較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4  ≧ 需設容量○3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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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案例一 

規模：地上四層樓 

名稱：OO集合式住宅新建工程 

建築基地面積：7,800 m2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蒐集規劃案例基地基本資料 

1. 建築基地面積 7,800 m2 

2. 本案無鑽探調查報告 

3. 本案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4,000 平方公尺，依「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十八條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施之建築行為規模」規定，雨水貯集

設計容量可併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建築基地保水或建築

物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之規定容量。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二二二二：：：：選擇適合設置透水保水設施位置 

本區雨水與污水確實分流，依表 4 1‐ 為透水設施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原

則給予評分，結果總分為 42 分>30 分為最佳的設置位置，設置透水設施可

發揮極佳的效能。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三三三三：：：：最終入滲率 f 判斷 

本案無鑽探調查報告，參考鄰近地質資料，地質為粘土。依表 3-7 簡易對照

表，取最終入滲率 f 值 10-7 m/s。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四四四四：：：：用地雨水貯集滯洪評估 

1. 本案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4,000 平方公尺，得採用地面貯集設施。 

2. 地面貯集設施計算（本案設置一未封底之景觀池，高低水位差為 0.15 m） 

景觀池面積 A2 = 120 m2 

高低水位間之體積 V2 = 18 m3 

Q2 = V2 + A2 × f × t= 18 + 120 × 10-7 × 86,400 = 19.03(m3) 

3.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計算（本案設置 5 個容量各 0.8 m3之雨水貯集槽，同

時於建築之筏基設置儲水槽，筏基不入滲，亦無法重力排水） 

雨水貯集槽體積 V7 = 0.8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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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V7 × n = 4.0 (m3) 

筏基面積 A9 = 400 m2 

筏基蓄水深度 h9 = 1 m 

Q9= A9 × h9 = 400 × 1= 400 (m3) 

（筏基需抽排，建築基地面積 7,800 m2，允許排放量 Q 為 0.000034 cms/m2 

× 7,800 m2 = 0.2652 cms，揚程 H 為 2 m，預設置 8台抽水機，則出水管徑

最大設計為 892 × 8/Q  = 162.4(mm)，使用抽水機馬力最大為 17.52 × Q 

× H / 8 = 1.16(Hp)）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五五五五：：：：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 

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量：ΣQi = 19.03 + 4.0 + 400 = 423.03(m3)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六六六六：：：：評估比較 

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低於：7,800 × 0.045 = 351(m3)  

雨水貯集設計容量 = 423.03 m3 ＞ 351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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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    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透水透水透水透水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表表表表 
評 估 項 目 評 分 

水源來源雨水與污水分流情況 
  ■  雨水與污水確實分流(持續進行以下評估) 
  ■  雨水與污水尚未分流(不可設置透水設施) 
1. 透水設施控制區域(含透水設施區域)不滲透區域(A IMP)與可入滲區域(A INF)之比例 
  ■  AINF ＞ 2 AIMP － 
  ■  AIMP ≦ AINF ≦ 2 AIMP 10 
  ■  0.5 AIMP ≦ AINF ＜ AIMP － 
  ■  AINF ≦ 0.5 AIMP － 
2. 透水設施預定地地表土壤組成概況 
  ■  含有少許有機粗粒土壤 7 
  ■  自然腐質土壤(Humus Soil) － 
  ■  含大量有機物之細粒土壤 － 
3. 透水設施預定地地表下土壤組成概況 
  ■  若地表下土壤顆粒較地表土壤粗，則按照項目 2. 評分  
  ■  若地表下土壤顆粒較地表土壤細，則下列三點評分  
     ‧礫石、砂或含礫石、砂之冰河沉積土(Glacial till) － 
     ‧泥質砂(Silty sand)或壤土 5 
     ‧細砂泥(Fine silt)或黏土 － 
4. 地表坡度(S) 
  ■  S ＜ 7 % 5 
  ■  7 % ≦ S ≦ 20 % － 
  ■  S ＞ 20 % － 
5. 透水設施預定地地表覆蓋及植生狀況 
  ■  覆蓋良好之地表 － 
  ■  覆蓋良好之草地 5 
  ■  新植生之草地 － 
  ■  無植生－裸露之地表 － 
6. 透水設施設置位置土地使用概況 
  ■  使用頻率較低之區域 10 
  ■  常使用之徒步區域 － 
  ■  使用頻繁之徒步區域 － 
  ■  使用頻率較低之車輛行駛區域 － 
  ■  使用頻繁之車輛行駛區域 － 

總 分 說 明 
＞ 30 最佳的設置位置，透水設施可發揮極佳的效能。 

30 
｜ 
20 

良好的設置位置，建議設置前處理措施以防止透水設施阻塞而失去效能。 
中等的設置位置，必須設置前處理措施以防止透水設施阻塞而失去效能。 
較差的設置位置，需審慎估算池蓄時間且必須設置前處理設施。 

＜ 20 不適合設置透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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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    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 
一一一一、、、、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 

建築基地面積(m2) 
○1  

係數(m3/m2) 
○2  

需設容量(m3) 
○3  = ○1  × ○2  

7,800 0.045 351 
1.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者，建築基地面積○1 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

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計算。 
2.係數○2 依下表選用： 

建築基地面積(m2) 
○1  

係數(m3/m2) 
○2  

300 ≦ ○1  ＜ 1,000 0.01 

1,000 ≦ ○1  ＜ 2,000 0.02 

2,000 ≦ ○1  ＜ 3,000 0.03 

3,000 ≦ ○1  ＜ 4,000 0.04 

○1  ≧ 4,000 0.045 

   
二二二二、、、、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 

雨水貯集 
滯洪設施 

公式 

形狀、面積、 
個數 

設施容量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新建建築物且建築基

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

物，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地面貯

集設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 Q1 = V1 － －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 Q2 = V2 + A2·f·t 

景觀池面積 120 
m2，體積 18 m3 

19.03 

滲透排水管 Q3 = 0.1·L 
Q3 = 0.1·L + 
8·x0.2·k·L·t 

－ － 

滲透陰井 Q4 = 0.015·n 
Q4 = 0.015·n + 
3.0·f·n·t 

－ － 

滲透側溝 Q5 = 0.1·L Q5 = 0.1·L + a·k·L·t － － 
滲透渠 Q6 = 0.1·L Q6 = 0.1·L + a·k·L·t － － 

雨水貯

集利用

系統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7 = V7 

5個容量各 0.8 m3

之雨水貯集槽 
4.00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8 = V8 + 0.015·n 

Q8 = V8 + 3.0·f·n·t + 
0.015·n 

－ － 

地下滯

(蓄)洪設

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9 =r·V9 筏基體積 400 m3 400.00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10 = r·V10 + 0.015·n 

Q10 = r·V10 + 0.015·n 
+ 3.0·f·n·t 

－ － 

地下貯

集設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11 =r·V11 － －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12 = r·V12 Q12 = r·V12 + A12·f·t － －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4 (m3) 423.03 
三三三三、、、、評估比較評估比較評估比較評估比較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4  ≧ 需設容量○3   

合格 √√√√ 
不合格  

   
423.03 ≧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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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規模：地上二層樓 

名稱：OO透天厝新建工程 

建築基地面積：1,200 m2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蒐集規劃案例基地基本資料 

1. 基地面積 1,200 m2 

2. 本案建築基地面積為 1,200 m2，介於 300 ~ 4,000 平方公尺間，依「臺南

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施之建築行

為規模」規定，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計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

關建築基地保水或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之規定容量。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二二二二：：：：選擇適合設置透水保水設施位置 

本區雨水與污水確實分流，依透水設施設置前之初步調查與評估原則給予評

分，假設總分 >30 分，為最佳的設置位置，透水設施設施可發揮極佳的效

能。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三三三三：：：：最終入滲率 f 判斷 

本案有鑽探調查報告（另提出鑽探報告），用地表層 2 m 之內為泥質黏土層

（ML），滲透係數 f 值為 10-7 m/s。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四四四四：：：：用地雨水貯集滯洪評估 

本案採滲透側溝、雨水貯集利用系統以及地下貯集滲透設施搭配設計，配置

如圖 4-1所示。 

 

 

圖圖圖圖 4-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二二二二之之之之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配置圖設施配置圖設施配置圖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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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滲透側溝計算 

滲透側溝總長度 L = 600 m 

Q5 = 0.1 × L = 60(m3) 

2. 雨水貯集利用系統計算（本案設置 2 個容量各 0.8 m3之雨水貯集槽，1 個

搭配入滲設施） 

Q7 = V7 = 0.8(m3) 

Q8 = V8 + 0.015·n = 0.8 + 0.015 × 1 = 0.815(m3) 

4. 地下滯（蓄）洪設施（本案於建築之筏基設置 RC結構儲水槽，搭配 3 個

入滲設施） 

筏基體積 V10 = 100 m3 

Q10 = r·V10 + 0.015·n = 1 × 100 + 0.015 × 3 = 100.045(m3) 

5. 地下貯集設施計算（專用貯集框架型，r = 0.8，深度為 1 m） 

蓄水貯集空間體積 V12 = 80 m3 

Q12 = r × V12= 0.8 × 80 = 64 (m3)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五五五五：：：：用地雨水貯集滯洪設計值計算 

各類雨水貯集滯洪量：ΣQi = 60 + 0.8 + 0.815 + 100.045 + 64 = 225.66(m3)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六六六六：：：：評估比較 

雨水貯集設計容量不得低於：1,200 × 0.02 = 24(m3)  

雨水貯集設計容量 = 225.66 m3 ＞ 24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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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二二二二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表 
一一一一、、、、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需設容量計算 

建築基地面積(m2) 
○1  

係數(m3/m2) 
○2  

需設容量(m3) 
○3  = ○1  × ○2  

1,200 0.02 24 
1.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物且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者，建築基地面積○1 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

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計算。 
2.係數○2 依下表選用： 

建築基地面積(m2) 
○1  

係數(m3/m2) 
○2  

300 ≦ ○1  ＜ 1,000 0.01 

1,000 ≦ ○1  ＜ 2,000 0.02 

2,000 ≦ ○1  ＜ 3,000 0.03 

3,000 ≦ ○1  ＜ 4,000 0.04 

○1  ≧ 4,000 0.045 

   
二二二二、、、、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計算 

雨水貯集 
滯洪設施 

公式 

形狀、面積、 
個數 

設施容量 
(m3) 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新建建築物且建築基

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

物，建築基地面積 
≧ 4,000 m2 

地面貯

集設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 Q1 = V1 － －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 Q2 = V2 + A2·f·t － － 

滲透排水管 Q3 = 0.1·L 
Q3 = 0.1·L + 
8·x0.2·k·L·t 

－ － 

滲透陰井 Q4 = 0.015·n 
Q4 = 0.015·n + 
3.0·f·n·t 

－ － 

滲透側溝 Q5 = 0.1·L Q5 = 0.1·L + a·k·L·t 總長度 600 m 60 
滲透渠 Q6 = 0.1·L Q6 = 0.1·L + a·k·L·t － － 

雨水貯

集利用

系統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7 = V7 

1 個容量各 0.8 
m3之雨水貯集槽 0.8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8 = V8 + 0.015·n 
Q8 = V8 + 3.0·f·n·t + 
0.015·n 

1 個容量 0.8 m3

之雨水貯集槽，搭

配 1 個入滲設施 
0.815 

地下滯

(蓄)洪設

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9 =r·V9 － －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10 = r·V10 + 0.015·n 
Q10 = r·V10 + 0.015·n 
+ 3.0·f·n·t 

RC結構筏基，體

積 100 m3，搭配 3 
個入滲設施 

100.045 

地下貯

集設施 

無搭配透水入

滲設計 
Q11 =r·V11 － － 

搭配透水入滲

設計 
Q12 = r·V12 Q12 = r·V12 + A12·f·t 

專用貯集框架

型，體積 80 m3 
64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4 (m3) 225.66 
三三三三、、、、評估比較評估比較評估比較評估比較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容量○4  ≧ 需設容量○3   

合格 √√√√ 225.66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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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