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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洪能力
二重疏洪道探討 之

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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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二重疏洪道之通洪能力改善策略

疏洪道在城市防洪中具有分流洪水、減輕災害風險等重要功能。二重疏洪道位於臺灣北部，為大臺北

地區關鍵的防洪設施，它能分流淡水河的洪水，減輕洪災風險。近年來，二重疏洪道內部增設許多人造設

施供民眾使用，導致通洪量減少，並提高洪災風險。本文致力於為二重疏洪道研擬適當的改善策略，目標

是透過清理疏洪道入口堰的淤積、改變疏洪道上游的植被，以及加深並擴寬中游的主渠道，提升整體的通

洪能力，並減輕與洪水相關的損失。結果顯示，此策略能增加疏洪道的通洪量，並減緩流速，尤其在人造

設施集中的區域，達到減少洪水淹沒範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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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緣起

疏洪道在洪水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通常由一

條或多條人工開鑿的渠道組成，這些渠道能夠快速且

有效分散主河道部分的洪水，防止水流過多並積聚在

上游地區，進而減少洪水的衝擊，主要用於保護社

區、基礎設施和人民免受洪水威脅，對城市地區有重

要的作用。臺灣的疏洪工程有二重疏洪道、員山子分

洪道、曾文溪分洪道等，以上皆為臺灣在洪水管理方

面的關鍵水利設施。透過疏洪道分流洪水，可以有效

減少主河道的洪峰流量，防止水流超出河道容量，進

而減少洪水對下游地區的影響。

然而，若疏洪道的狀況欠佳，會對河川和周邊地區

造成莫大的影響，例如疏洪道底床淤積、堆積物阻塞、

結構損壞等，這些不良狀況將加劇洪水風險以及對社區

的威脅，因此定期維護、監測和修復是至關重要的工

作，並確保疏洪道能正常運作，且有效地發揮作用。

在防洪工程規劃中，以底床疏濬和降挖為常見的增加

斷面方法，不僅能增加流速和流量，並使洪水位降低，其

優點亦包含降低堤防壓力及河道自然化。然而渠道因水流

特性在凸岸和底床較高處易造成砂石淤積，必須定期進行

疏濬或降挖工程，方能維持水體流動或可航性  [1]；近年臺

灣有多項將防洪結合生態的水利工程，藉由疏濬營造自

然感潮濕地，具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和創造濕地棲地多

樣性的效益，並將工程衝擊力轉換為復育能力 [2]。

二重疏洪道

二重疏洪道為一條位於臺灣北部的排洪道，自大

漢溪、新店溪合流處為疏洪道入口，止於淡水河關渡一

帶，其主要功能為分流淡水河洪水，減少淡水河在洪水

來臨時所面臨的壓力，為臺灣北部重要的防洪工程。二

重疏洪道近年在內部增設許多人工設施，其中占地最大

的是「新北大都會公園」，包含遊樂設施、步道、籃球

場、停車場等，多集中於上游，平時作為民眾休憩、運

動場所，在颱風或強降雨事件發生時，會將疏洪道封鎖

並限制人員進出，啟動二重疏洪道的分洪功能，但依二* 通訊作者，612480037@o365.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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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疏洪道通洪能力重新檢討總報告 [3] 指出，入口堰標

高自 EL.3 m淤積至 EL.4 m，洪水不易進入疏洪道進行

分洪，導致分洪量下降，而面臨 200年重現期的洪水事

件時，通洪量只有 6,500 cms，遠不及原始設計通洪量

9,200 cms，兩者比較後約減少 30%，導致某些區域出水

高不足及多處溢堤，對大臺北地區的防洪效果有相當大

的影響，將造成多處淹水與災損。

根據敏感性分析的結果，有五種情境會引發淡水

河洪水難以宣洩：(1) 二重疏洪道河床淤積 (2)淡水河

河床淤積 (3) 二重疏洪道或淡水河河床粗糙度增加 (4) 

重現期 200年洪水量增加 (5) 河口水面水位升高 [4]，

欲解決上述問題可以利用疏濬和降低河床粗糙度等方

式，降低粗糙度的方法包括改變植被類型、覆蓋率、

密度、高度，並減少人造設施等因素。Shih and Chen

的研究指出二重疏洪道在完全清除植被的情況下，通

洪量約可以增加 571 m³/s，且移除上游和中游的樹木會

產生最顯著的效果 [5]。

本文依二重疏洪道目前面臨的問題設計改善計

畫，並保留部分民眾活動空間，旨在建立一套兼顧防

洪、減災、遊憩、提高疏洪道效能的方案，作為二重

疏洪道或其他河川、渠道改善工程之參考案例。

研究方法

斷面資料

本研究使用之二重疏洪道斷面採淡水河（含大漢

溪、疏洪道、三峽河、橫溪）大斷面測量計畫測量

成果報告書 [6]，測量斷面位置圖見圖 1。二重疏洪道

測量斷面自上游至下游依序為 F012、F011、F010、

F009A、F009、F008A、F008、F007、F006、F005A、

F005、F004、F003、F002、F001，共 15個斷面，F011

為入口堰，F001為出口閘門，斷面編號含 A者表示橋

梁，F009A為重新橋，F008A為中山橋，F005A為中

山高速公路橋，共 3個橋樑斷面。

模式設置與驗證

本研究使用美國陸軍工程兵團所研發之 HEC-RAS

水理分析軟體，此軟體在國內經常用於分析河川、濕

地的流況，包含水深、流速、洪氾區等，為確認本研

究所建立之二重疏洪道模型具備高可信度，以二重疏

洪道現地調查及數值水理模型建置工作 [7] 使用的資料

做為標準，如斷面位置、曼寧粗糙係數、邊界水位、

重現期 200年的流量等，皆匯入 HEC-RAS後將所得結

果水位與上述報告書進行比較，各斷面水位比較結果

見表 1，兩者誤差 1.20%以下，準確率達 98.8%以上。

表 1   各斷面水位誤差表

斷面
編號

水規所模型
水位 (m)

本研究建置模型
水位 (m)

水位誤差
百分比

F012 9.64 9.62 0.21%
F011 9.55 9.54 0.10%
F010 9.5 9.5 0.00%

F009A 9.14 9.21 0.77%
F009 8.83 8.89 0.68%

F008A 8.45 8.5 0.59%
F008 8.23 8.21 0.24%
F007 7.77 7.79 0.26%
F006 7.63 7.56 0.92%

F005A 7.68 7.62 0.78%
F005 7.6 7.53 0.92%
F004 7.48 7.39 1.20%
F003 7.4 7.34 0.81%
F002 7.37 7.31 0.81%
F001 7.2 7.2 0.00%

改善計畫

計畫簡述

本研究將二重疏洪道分為入口堰泥灘地、上

游、中游三段分別進行改善計畫，入口堰泥灘地包

含 F012、F011；上游段為入口堰至中山橋間，即斷面

圖 1   二重疏洪道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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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0至 F008A；中游段為中山橋至永安大橋間，即斷

面 F008至 F005；下游為永安大橋至出口閘門間，即斷

面 F004至 F001，但因下游區域為四斑細蟌的棲息地，

四斑細蟌被世界保育聯盟列為瀕危物種 [8]，故下游段不

進行任何改善計畫。

入口堰清淤

二重疏洪道通洪能力重新檢討總報告 [3]、臺北防洪

計畫（大漢溪、新店溪及二重疏洪道河段）清疏以維

生態策略研擬 [8] 及多項政府報告皆指出二重疏洪道入

口堰因淤積使標高提升，進而影響分洪量，本研究將

F012、F011之泥灘地清淤至原始標高 EL.3 m。

上游降低曼寧粗糙係數

二重疏洪道上游的新北大都會公園為最多人為建設

之區域，河床表面粗糙度越大會導致洪水流速減緩、水

位升高、洪氾區擴大，並造成損失及增加洪災風險，本

研究考慮公園內遊樂設施多設置於疏洪道兩側，民眾活

動較頻繁，並參考臺北防洪計畫（大漢溪、新店溪及二

重疏洪道河段）清疏以維生態策略研擬 [8]中的開挖深槽

方案範圍，左右岸堤前 80 m之間區域（圖 2中藍色區

塊）做為本研究降低曼寧粗糙係數之區域，不僅保留兩

側遊憩場所，亦能兼顧防洪效果。

將上述區域中的人為設施（如：步道、移動式廁

所、遊樂設施等）移除後種植矮短植物，可有效降低河

床表面粗糙度，目前曼寧粗糙係數約為 0.027；平均植

草高度 4 ~ 5cm 其對應之曼寧係數約為 0.017 ~ 0.019，

平均植草高度 10 ~ 12 cm其對應之曼寧係數約為 0.024 

~ 0.028 [9]，臺灣常見矮短植物之高度及曼寧粗糙係數見

表 2，曼寧 n值依不同植被高度參考上述報告進行線性

插值法（Linear Interpolation）所得之，咸豐草為二重

疏洪道常見的植物 [10]，故本研究以咸豐草做為改善區

域的植被，曼寧粗糙係數約為 0.0202。

表 2   臺灣常見地被植物及曼寧 n值

植物名稱 高度（cm） 曼寧 n值
臺灣天胡荽（遍地錦） 3 ~ 5 0.0174

馬蹄金 5 0.0186
黃花酢漿草 1 ~ 7（平均 4） 0.0174
咸豐草 4 ~ 8.5（平均 6.25） 0.0202
蠅翼草 4 ~ 10（平均 7） 0.0211
四瓣馬齒莧 5 ~ 10（平均 7.5） 0.0217
假吐金菊 10 0.0248
伏生大戟 10 0.0248
雷公根 10 ~ 12 0.0260

河床降挖

二重疏洪道中游段橫斷面包含 F008、F007、F006、

F005A、F005，共五個斷面，其中斷面 F005A為橋梁，考

慮此斷面有橋墩設置，開挖河床將影響橋樑安全性，故斷

面 F005A不進行降挖設計，其餘斷面依照既有渠道進行

拓寬，或將數個小渠道合併為一條較大之渠道，亦將深

度設定為原有渠道之最低高程，做為二重疏洪道中游改善

計畫。斷面 F008自測量定位點 176.31公尺至 222.72公尺

及 321.03公尺至 332.07公尺處分別為寬度 46.41公尺和

11.04公尺之渠道，最低高程為 EL.–0.33公尺，本降挖計

畫將此斷面之兩條渠道合併，即始於距離 176.31公尺，

止於 332.07公尺，計算後寬度為 155.76公尺，亦將此範

圍內高程統一降挖至 EL.–0.33公尺，形成一條寬且深的

渠道，可有效增加通水斷面積，降挖示意圖見圖 3。其餘

F007、F006、F005斷面以 F008斷面作為基準，向下游的

方向規劃一條寬度 155.76公尺，最低高程依各斷面既有

深度，為 EL.–0.96至 EL.–0.33之渠道，此渠道之曼寧

n值依原有主河道為設計，本中游改善計畫有效增加中

游段之通水斷面積，進而使水位降低，增加通洪量。各

斷面降挖起始點、終止點、寬度、深度見表 3。

圖 2   二重疏洪道上游改善範圍
圖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2018，臺北防洪計畫（大漢

溪、新店溪及二重疏洪道河段）清疏以維生態策略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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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游斷面降挖距離深度表

斷面
編號

降挖起始點 
(m)

降挖終止點
 (m)

寬度
 (m)

深度
(EL.m)

F008 176.31 332.07 155.76 −0.33
F007 185.21 335.62 155.76 −0.38
F006 102.8 258.56 155.76 −0.96
F005 191.25 388.03 155.76 −0.82

結果與討論

水位

透過上述入口堰、上游、中游改善計畫，並利用

HEC-RAS模式進行模擬，二重疏洪道改善計畫前後水

位變化結果如表 4所示，水位於上游段下降最多（F010

至 F008A），入口堰次之（F012至 F011），中游段最少

（F008至 F005）。其原因可能為上游改善後之曼寧粗糙

係數（0.0202）較原始 (（0.027）差距大且範圍廣，而

入口堰因位於大漢溪及新店溪合流處，又因洪水在此地

區被分為疏洪道及淡水河兩方向，入口堰清淤後的水位

降低程度雖比二重疏洪道上游少，但與未清淤前相比已

有顯著的效果，另外二重疏洪道通洪能力重新檢討總報

告 [3] 也指出，依據敏感度分析，河道減糙及河床降挖

可提高通洪量的效益均為上游 >中游 >下游，本研究因

考慮生態，未對下游做任何改善計畫，故下游水位維持

不變，而中游水位下降程度亦受影響。而透過圖 4可更

明顯看出水位差異，柱狀圖中的藍色與紅色分別代表各

斷面在 200年重現期情境下的原始水位和改善計畫後水

位，在入口堰、上游有較明顯的差異，而中游以後兩者

差異逐漸減少至下游無變化，折線圖則表示各斷面水位

變化的數值，負值為水位降低程度，例如 F009A斷面

改善後水位比原始降低 0.61 m。

表 4   改善計畫前後水位表

斷面
編號

原始水位
（m）

改善後水位
（m）

水位變化
（m）

F012 9.62 9.16   −0.46
F011 9.54 9.13   −0.41
F010 9.50 9.00 −0.5

F009A 9.21 8.60   −0.61
F009 8.89 8.31   −0.58

F008A 8.50 8.01   −0.49
F008 8.21 7.88   −0.33
F007 7.79 7.63   −0.16
F006 7.56 7.53   −0.03

*F005A 7.62 7.59   −0.03
F005 7.53 7.51   −0.02
*F004 7.39 7.39 0
*F003 7.34 7.34 0
*F002 7.31 7.31 0
*F001 7.20 7.20 0

  *表示未實施任何改善計畫

圖 3   F008斷面降挖示意圖 

圖 4   改善計畫前後水位比較圖

流速與洪氾區域

在洪水災害的風險評估中，藉由分析流速和洪氾

區域可以幫助劃定洪水影響的範圍，並預測可能的損

害情況，以及規劃緊急應對措施。藉由改善計畫，對

入口堰、上游、中游有不同影響，以下將逐一說明。

入口堰：將泥灘地高程降低後，能使洪水更容易進

入疏洪道進行疏洪作業，而改善前後的洪氾面積比較

如表 5所示，F011斷面增加 394.31 m2，表示未改善前

因高程較高，使洪水容易被擋在疏洪道外，不利於進

行疏洪作業，而改善後將改善此問題；而入口堰改善

前後的流速見表 6，兩斷面的流速都顯示減緩，其原因

是降低高程會使水流的能量減少，阻礙水流運動，導

致流速減緩，但在流速慢與洪氾面積擴大的配合下，

有助於分散洪水的壓力，並減少河道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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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入口堰改善計畫前後洪氾面積比較表

斷面
原始洪氾面積
（m²）

改善後洪氾面積
（m²）

洪氾面積比較
（m²）

F012 4100.01 4157.5   + 57.49
F011 3415.73   3810.04 + 394.31

表 6   入口堰改善計畫前後流速比較表

斷面
原始流速
（m/s）

改善後流速
（m/s）

流速比較
（m/s）

F012 1.6 1.57 −0.03
F011 1.9 1.71 −0.19

上游：大範圍降低粗糙度後，上游改善前後的流速

變化結果見表 7，各斷面流速都有提升的情況，流速上

升表示洪水雖能較快速通過此區域，加速疏洪速度，

但對於河床的沖刷力較大，而由表 8洪氾面積比較表

中可以得知洪氾面積有縮減的現象，表示改善計畫後

洪水與河床直接接觸的範圍比原始少，縮減量約為 9%  

~ 14%，洪水多集中於疏洪道中間，降低對左右岸的影

響，而上游的左右岸為新北大都會公園最多設施處，

二重疏洪道改善後能使公園被淹沒的面積減少，並降

低設施的損失。

表 7   上游改善計畫前後流速比較表

斷面
原始流速
（m/s）

改善後流速
（m/s）

流速比較
（m/s）

F010 1.98   2.34 + 0.36
F009A 2.73 3.5 + 0.77
F009 2.72   3.38 + 0.66

F008A 2.26   2.75 + 0.49

表 8   上游改善計畫前後洪氾面積比較表

斷面
原始洪氾面積
（m²）

改善後洪氾面積
（m²）

洪氾面積比較
（m²）

F010 3290.37   2986.38 −303.99
F009A 2383.15   2054.27 −328.88
F009 2390.38   2123.24 −267.14

F008A 2873.46 2565.6 −307.86

中游：進行河床降挖創建渠道後，拓寬了水流的通

道，由表 9的改善前後流速表中可見流速在各斷面都

有減緩的現象，這有助於緩和上游流速加快的衝擊；

而由表 10改善前後洪氾面積的結果則發現，中游段因

洪水容易積聚在開挖的渠道內，在此區停留的時間較

長，使洪氾面積增加，然而中游較少人造設施，多為

停車場、棒球場、高爾夫球練習場的平坦地帶，所以

造成的損失較少，洪水事件後的修復工作也較容易。

表 9   中游改善計畫前後流速比較表

斷面
原始流速
（m/s）

改善後流速
（m/s）

流速比較
（m/s）

F008 3.98 3.15 −0.83
F007 3.59 3.02 −0.57
F006 3.14 2.64           −0.5
F005 2.27 2 −0.27

表 10   中游改善計畫前後洪氾面積比較表

斷面
原始洪氾面積
（m²）

改善後洪氾面積
（m²）

洪氾面積比較
（m²）

F008 2525.77 2707.48   + 181.71
F007         2562 2773.42   + 211.42
F006 2887.34 3208.54 + 321.2
F005 3955.11 4234.46   + 279.35

結論與建議

透過對二重疏洪道設計改善計畫的研究結果，可

以觀察到針對不同區段面臨的限制或問題，提供適當

的解決方案，能夠帶來有效增加通洪量和減少洪災損

失的效益。首先，在入口堰降低高程方面，其優點在

於能夠更有效處理大量的洪水進入疏洪道，並藉由擴

大洪氾面積，進而分散洪水壓力，同時降低土壤和河

道的侵蝕。再者，上游降低曼寧粗糙係數方面，雖然

此舉使上游流速略有提升，但同時也縮減了洪氾面

積，且此段為水位降低較顯著的區域，這項調整對於

改善附近地區的防洪效果有所幫助，並減少新北大都

會公園內公共設施和基礎建設的損失。此外，中游降

挖河床方面，雖然水位降低的幅度相對入口堰和上游

較小，但有效增加洪水通過的斷面積，意味著在此區

可以容納更多洪水，對增加二重疏洪道的通洪量有所

裨益。

透過以上針對二重疏洪道設計的改善策略，將有

效解決其通洪量下降之問題，進一步提升大臺北地區

在面臨洪災時的應變能力，降低未來可能出現的災害

風險；本改善計畫不僅彰顯二重疏洪道所扮演的關鍵

作用，更突顯其在洪水管理中的重要性。

最後，根據前述的分析，建議未來的研究應進一

步探討下游改善方案，並綜合考慮生態和防洪需求，

提升二重疏洪道洪水管理的全面性和可持續性。在永

續發展方面，建議在施作工程之前進行生態調查，並

考慮生物棲地、環境、多樣性等因素後，對改善計畫

範圍、內容做適當的調整；而在工程期間，應盡量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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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能源消耗，包括使用節能型機具、臨時管理站的電

力使用太陽能或其他再生能源等方式；完工後應保持

監測和定期維護，例如確保入口堰的高程維持在一定

的範圍內、上游的植被和中游渠道保持完整，避免日

後需要投入更大量的資源和能源進行修復，同時確保

二重疏洪道維持一定標準的疏洪量，不僅增加二重疏

洪道經過改善計畫後的疏洪能力，也提升整體的永續

性。未來應以減少洪水損失為目標，持續進行更詳細

的水文和水理分析，並考慮氣候變遷後的結果，與政

府機構配合洪水預警系統及策略，如此可以提高二重

疏洪道的效能，使其能更有效地應對大規模洪水事

件，降低洪水衝擊，並維護大臺北地區的防洪安全，

提升城市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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