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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制運用 



1 

簡 報 大 綱  

壹、臺灣氣候條件與水資源特性 

貳、氣象預報與旱災災害應變管理機制 

一、枯旱等級劃分 

二、旱災應變管理 

三、採取應變措施 

參、結語 

 

1 



 氣候背景 

南部9月下旬後逐漸進入枯水期，須等到隔年梅雨來臨。 

壹、臺灣氣候條件與水資源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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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時間及空間分佈不均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由北至南豐枯比為7：3至9：1 
 基隆、宜蘭枯水期於5-9月 



重複性小旱 
週期性大旱 

 區域降雨偏差大則發生枯旱 

地區 水庫  
枯水期 豐水期 

冬雨 
11-1月 

春雨 
2-4月 

梅雨 
5-6月 

颱風及陣雨 
7-10月 

東北 翡翠 21.6％  14.6％  17.6％  46.3％  

北部 石門 11.2 ％ 13.6％  19.1％   56.1％  

中部 鯉魚潭 4.8％  15.0％   32.9 ％ 47.3％  

南部 曾文 3.4 ％ 9.4％  30.9 ％ 56.3％  

水庫季節降雨佔全年百分比 

2500 

豐枯震盪加劇 

用水持續成長 

乾旱頻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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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很多 
僅使用20% 

降雨量 
約980億噸 

流失80% 
(蒸發20%、入海60%) 

使用20% 
(河道15%、地下水5%) 

水庫供水量 
22% 

河川引水量 
46% 

地下水抽用量 
32% 

生活用水 
34億噸 (19%) 

工業用水 
16億噸(9%) 

農業用水 
   127億噸(72%)  

總用水量177億噸 

(92~101年平均值，依水利法由經濟部主管水資源統籌調配) 

水庫總庫容19億立方公尺 
年供水40億噸需裝滿2次 
石門為4次 

川流水及地下水90% 
水庫水源 10 % 

5 

缺水問題常態化 



乾旱即不雨，環境影響差異性大 
沙漠地區，長期不降雨並不值得

大驚小怪。 
「雨都」基隆如果1、2個月不下

雨，可能就擔心天氣是否異常了。 
乾旱分類有氣象乾旱、農業乾旱及

水文乾旱，分別指降雨、土壤含水
量及河川流量的缺乏。 

臺灣早期農業社會，乾旱對作物的
生長影響很大又水源設施較少，因
此以不降雨日數對農業可能產生的
影響來定義，如果一個地方連續 50 
日不下雨，便會呈現旱象，如果連
續百日不雨，便成大旱災。 資料來源：淡江大學蕭政宗教授 

 乾旱因地而異，標準偏差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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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氣象預報與旱災災害應變管理機制 

 



臺灣未來降雨展望 

中央氣象局 

 氣象預報提供監測資訊 



每週五17:30月長期天氣展望 

每月最後1天17:30季長期天氣展望 

http://www.cwb.gov.tw 



 調度區域劃分-全台依水資源特性共分18水資源調度區 

 水資源調度原則 
 由內而外：同用水標的優先調度，

不足則協調由其他標的調度 
 由近而遠：同調度區優先調度

（農業用水），不足再由其他調
度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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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劃分枯旱等級 



旱災狀況 應變層級 水情燈號 
缺水率 

家用及 
公共用水 

農業 
用水 

三級狀況 

水利署水資源局召集
水庫管理單位、地方
政府、自來水事業、
農田水利會、工業管
理單位等應變小組 

一供水區黃燈或一
供水區綠燈且涉跨
區水源調度 

1~2% 20~30% 

二級狀況 經濟部水利署 一供水區黃燈且涉
水源跨區調度 

2~5% 30~40% 
  

一級狀況 
經濟部 

二供水區黃燈且涉
水源調度或一供水
區橙燈 

5~10% 40~50%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供水區橙燈或一
供水區紅燈 

>10% >50% 

缺水 
情形 

旱災防救等級及應變層級（103年5月21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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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情燈號配合限水措施 

黃燈 
第一階段 

橙燈 
第二階段 

紅燈 
第三階段 

離峰時段 
降低管壓供水 

1.停止供水: 
包括停供噴水池、沖洗街道、水溝、大樓外牆、試放消防栓、露天屋頂放流 
等不急需得停供之用水。 
2.減量供水: 
A.每月用水超過一千度大用水戶之非工業用水戶減供20%、工業用戶 
減供5~10%，但醫療或其他因性質特殊，減量供水將造成重大公 
眾損失之用水戶，不在此限。 
B.游泳池(含附設泳池) 、洗車(含加油站附設洗車) 、三溫暖及 
水療業者，減供20%。 
C.其他不急需之用水，減供20%。 

分區輪流供水 

優先順序如下: 
1.居民維生用水。 
2.醫療用水。 
3.國防事業用水。 
4.工商事業用水。 
5.其他用水。 

綠燈 
水情稍緊 

水情狀況不佳、加強 
水源調度及研擬措施 

藍燈 
水情正常 

供需 
穩定 

第四階段 
定量定時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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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有6個颱風侵台，
103年只有2個颱風侵台，
造成夏季降雨不足 

102年 103年 

鳳凰 
麥德姆 

 分析及研判 

103年10-104年2月雨
量為中央氣象局統計13
平地站分析67年以來同
期最少 

二、旱災災害應變管理 



1
3 

百
分
位 

實
際
值 

降
雨
比
率(%

) 

多                   

少 

多                   

少 

多                   

少 

近期雨情： 
10月迄今全臺雨量大致偏少，西半部僅約同期的4成 

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
南、高雄、恆春7站平均 

 未來天氣展望 



明年1月至3月雨量：臺灣位於乾溼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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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CMWF 



未來兩週(12/26-1/8)雨量估計： 
第1週：受東北季風及南方雲系影響，北部及東半部有短

暫雨，中南部亦有局部短暫雨。 
第2週：相對穩定，降雨以北部、東半部為主。 



未來兩週降雨時序圖： 
12/25-28各地有短暫雨，北部、東半部雨勢較大。 
第2週東半部及北部仍有局部短暫雨的機會，中南部相對較
為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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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今年10月迄今，全臺雨量大致偏少，西半部雨量僅
約同期4成。 
未來一季雨量：臺灣位於乾溼交界處。 

未來兩週(12/25-1/8)天氣：12/25-28各地有短暫雨，
北部、東半部雨勢較大。第2週東半部及北部仍有局
部短暫雨的機會，中南部相對較為穩定。 
由於月季長期展望具高度不確定性，請隨時注意氣
象局定期更新的各項預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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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水庫集水區降雨 
 統計10~12月全臺水庫集水區降雨量普遍不佳，約歷年平均1至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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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降雨

近10年平均降雨

石門水庫 鯉魚潭水庫 曾文水庫

10-12月較歷

年平均少161

毫米為近10年

平均值30%

10-12月較歷

年平均少140

毫米為近10年

平均值16%

10-12月較歷

年平均少278

毫米為近10年

平均值45%

統計至103年12月25日 

 累積降雨量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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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量單位：萬立方公尺 

地區 水庫名稱
12/25有效

蓄水量

目前
蓄水率

(％)

與93-102年平
均有效蓄水差

異量

枯旱
排名

基隆 新山 804             80             -5 22/27

臺北 翡翠 31,195        93             1,055 26/28

桃園 石門 12,042        58             -7,479 6/45

新竹 寶山第二 1,571          50             -365 3/9

苗栗 永和山 1,531          54             -578 7/24

苗栗 明德 369             29             -594 2/28

臺中 鯉魚潭 6,103          53             -4,167 5/19

臺中 德基 10,552        70             -4,345 6/31

嘉義 蘭潭- 仁義潭 2,290          65             -275 10/28

臺南 曾文- 烏山頭 31,001        56             -12,349 10/40

臺南 南化 6,977          71             -2,015 5/20

屏東 牡丹 1,779          66             -337 3/16

 水庫蓄水率 



高屏溪川流量12月下旬平均為
18.5cms，歷年同期為36.4cms 

高雄地區：每日需水163萬噸(18.87cms)，
其中高屏溪取水12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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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屏堰流量歷線圖 

 河川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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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水日數評估 

方案 方案說明 推估結果 
方案1 不停灌，並依計畫配水量配合石門水庫運用要點供水 至4月中旬空庫 
方案2 石門水利會停灌(12/11起支援新竹每日6萬噸) 至5月上旬空庫 

方案3 桃園水利會停灌(12/11起支援新竹每日6萬噸) 至5月底有效蓄水量2,392萬噸 

方案4 桃園水利會停灌(12/11起支援新竹每日6萬噸、2月起支援每日8萬噸) 至5月底有效蓄水量1,912萬噸 



 桃園地區： 
石門水庫水源經分析由於2月1日必須供灌，且依水情資料水情改善機率有
限，建議於本次會議決定桃園水利會石門水庫灌區2萬2,677公頃停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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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 石門水庫 

方案1 
不停灌 

方案4 
桃園水利會停灌 

支援新竹8萬CMD 

方案2 
石門水利會停灌 

支援新竹6萬CMD 
 

 農業停灌研析 

方案3 
桃園水利會停灌 

支援新竹6萬CMD 



各區域背景顏色(燈號)所代表的水情意義： 
藍色灯號：水情正常，供需穩定  
緑色灯號：水情稍緊（水情狀況不佳、加強水源調度） 
黃色警戒：第一階段限水（夜間減壓、農業用水減供） 
橙色警戒：第二階段限水（用水大戶限水） 
紅色警戒：第三階段限水（民生用水分區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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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2月8日起 
8區黃燈5區綠燈 

 

高雄市 
屏東縣 

澎湖縣 

台南市 

嘉義縣(市) 

雲林縣 

彰化縣 

台中市 

南投縣 花蓮縣 

台東縣 

苗栗縣 

新竹縣(市) 

宜蘭縣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縣 

新北市林
口區 

新北市 
板新地區 

短期目標 
民生工業用水穩定供應至104年春節。 

長期目標 
以明年5月底前各地區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

(紅燈) 分區供水為努力目標。 

抗旱應變事宜 
12月18日農委會及各相關農田水利會召開

會議研議農業抗旱事宜。 
12月24日本部水利署各水資源局就轄區供

水情勢及因應措施邀集相關單位研議。 
12月25日本部水利署邀集農委會及相關農

田水利會就104年第1期稻作可能停灌範圍
及相關抗旱事宜進行研商。 

 確認枯旱等級 



水情惡化，三階限水 

制訂抗旱應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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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1～12月 3~4月 1月 5~6月 9～10月 

颱風降雨 
秋、冬降雨 春雨 

梅雨 

農
業 

民
生 

工
業 

加強灌溉管理， 
完成二期稻作收割 

決定部分水庫 
灌區停灌 

未停灌地區，持續加強灌溉管理， 
完成一期稻作 

夜間減壓供水 

大用戶減供20％ 

水情惡化，三階限水 

夜間減壓供水 

大用戶減供5％→7.5％→10％ 

水庫限量管制出水、加強區域調度用水、 
地面及空中人工增雨、加強水庫清淤疏浚 

機
關 

延長減壓供水 

延長減壓供水 

12/2經濟部旱災應變小組
成立 

2/26中央旱災應變小組
成立 5/25中央旱災應變小組 

撤除 

6/8經濟部旱災應變小組
撤除 

三、採取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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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應變事件簿 



 應變措施管制及考核 

 掌控：豐水期結束前，各水資源局盤
點水庫蓄水狀況，並確認次年各標的
用水需求。 

 行動：依據水情狀況實施水庫供水限
量管制、農業加強灌溉管理、跨區水
資源調度及配合天候進行人工增雨作
業，加強節水、管理及調度運用，以
穩定枯水期之供水。 

 調整：掌握氣象預報資訊，採取日日
監看、旬旬檢討水情方式之原則，滾
動式檢討相關調配措施。 
 

 

地面增雨 空中增雨 

適時成立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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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控水庫蓄水及出水狀況 

高雄市 

屏東縣 

台南市 

嘉義縣(市) 

雲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宜蘭縣 

新北市 

20.0% 

石門水庫 
(3月23日) 

臺中市 

苗栗縣 

新竹縣 

桃園市 
臺北市 

27.3% 

鯉魚潭水庫 
(5月5日) 

15.4% 

曾文-烏山頭水庫 
(5月21日) 

12.6% 

南化水庫 
(5月22日) 



 農業加強灌溉管理 

農業灌溉掌水工 

功效 內容 工作重點 執行單位 

提升農業用
水效率 
30% 

由農田水利會僱用在地
農民，執行水門調控
節省水量 

• 需投入大量人力支援
及農民配合 

• 需額外經費支應人力
及設施費用 

農委會 
農田水利會 
水資源局 
 



 農業停灌 
功效 內容 工作重點 執行單位 

農業用水移
調民生工業

使用 

水量無法滿足民生、農業
及工業需求，於考量農糧
政策後，停止高耗水的稻
作灌溉，節省水量供應民
生、工業使用。 

• 需補償停灌地區農
民以正常農作收益
105%計算。 

• 強制停止耕作，加
強協調農民及公民
團體，以化解爭議。 

農委會 
農田水利會 
水資源局 
地方政府 
 

約佔全國稻田面積396,504公頃11% 



 第一及第二階段限水措施 
功效 內容 工作重點 執行單位 

減少自來水
用水量及輸
漏水損失 

第一階段限水: 
(夜間減壓)措施，於離峰
時段(晚間11點至次日5點)
降低管壓供水，可減少自
來水管線漏水量，共實施
193天，平均節水率3%。 

• 降低管壓，減少漏水 
• 用水戶大多均設有水塔

等蓄水設備，影響不大，
主要為提醒各界節約用
水。 

自來水公司 
地方政府 
 

第二階段限水: 
減供大用水戶(每月1,000
噸以上)水量，其中工業
部分，減供5％~10%)、
非工業部分，減供20％。
共實施88天，平均節水率
5％。 

• 工業廠商需減量生產、
必要時以水車載水補充。 

• 非工業類(學校、百貨旅
館業、政府機關)等，需
採取停止或減少澆灌、
洗滌、清洗大樓等非必
要用水。 

自來水公司 
工業局 
科技部 
地方政府 



 第三階段限水措施 
功效 內容 工作重點 執行單位 

因應缺水持
續擴大，實
施分區輪流
定時停水，
延長水庫供

水時程 

本次水情最嚴峻新北及
桃園地區實施分區輪流
供水5天、停水2天措施，
共計實施28天，平均節
水率10％。 
(若含第一及二階限水節
水率總計達18%) 

• 建立臨時取水點、水
車載水點。 

• 加強醫療、防疫、消
防用水應變機制。 

• 精確掌握復水時間，
減少民眾不便。 

自來水公司 
工業單位 
衛生福利部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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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程序透明公開避免危機發生 
 視覺化呈現水情資訊，建置抗旱應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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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訊息上傳FACEBOOK、APP及超商託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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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應變工作會報及記者會即時連線直播 



 藉由輿情蒐集及新聞資訊掌握，深入瞭解民意取向，為釐清外界疑慮 
 機動召開記者會或懶人包等淺顯易懂方式，讓社會大眾瞭解，降低或化

解可能面臨之負面輿論或民怨 
 

負面輿論或民怨危機應變處理 

1230經濟部接受陳情 35 



 氣象數值預報能力提升對於後續水文分析具有極大效
益，尤其定量降水預報能力如能再持續提升加長預報
時間及準確度，對於後續旱災措施決策更能精準掌握。 

 由水庫限量出水管制配合跨區支援，再進行跨標的之
農業灌溉用水移用，同時因應乾旱期間逐旬監控水庫
蓄水狀況之滾動式管理方式，依不同階段供水限制應
變方案，並於進行限水前提前預告並加強溝通，使全
民都具有抗旱共識，更能使旱災應變作為順遂推動。 

 由於民生、工業用水增加及氣候變遷之條件下，降雨
量只要比平均值偏低時，旱象即容易發生，另調度農
業用水水量有一定限制，另停灌農業用水為不得已手
段，惟必須兼顧受益付費，受害補償原則，對於各種
標的節約用水為持續加強重要之課題。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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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 

節今日之水 

解明日之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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