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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井保水系统技术数据 

D. 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说明 

D-1.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置主要目的 
渗透井保水系统是收集雨水加速雨水入渗地表下的设施，含养地下水，防止过量的地表径流。 

渗透井保水系统是垂直式「渗透井」收集地表上的降雨，通过水平式的「渗透网管」两者相互配合，将

基地内无法自然入渗排除之降水，设法集中于管内后快速入渗涵养地下水层，达到其辅助入渗的效果，

弥补自然入渗之不足。 

 

 
D-2. 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国土保育 

都市高密度开发地区，地表不透水区域包括屋顶、街道、人行道及停車场等，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裸露

地面入渗雨水，地表径流之增加量与不透水铺面之多寡存在着比例的关系，不透水区域之增加将会减少

雨水入渗至土壤的机会，结果不但减少地下水补注，同时造成洪峰流量、径流体积之增加，河川基流量

也会因此减少。都市地区涵养及滞蓄雨量功能因不透水区域增加而衰退，并因大量人口增加导致用水量

及排水量的增加，以及各种都市建设进行中所带來负面冲击等，都会对都市地区水文环境产生不利之影

响。因此需要人工设施渗透井保水系统来帮助降水尽可能渗入至地表下，此手法即称为「人工辅助入渗」。 

 

都市未开发前，足够的裸露 
地面让雨水入渗，生态平衡 

 
 

都市高密度开发地区，无法提供足够 
的裸露地面让雨水入渗，造成水灾 

 
下图中结果可明显看出，原始的自然地表覆盖率改变成75﹪~100﹪的不渗透表面时，随着不渗透区域

面积的扩大，原有的自然地表径流机制也随之产生重大变化，原本只占总降雨量10﹪的径流量因都市

化的结果暴增至总降雨量的55﹪，而入渗比率则由原先总降雨量的50﹪减为只有15﹪，并使蒸发量也

随之降低。由此一地区都市化之变化结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因都市化所造成的地表径流、蒸

发与入渗三者间之水文循环变化关系所造成的城乡水环境变化。 

 
都市化对水环境影响之示意图 

 



 

D-3. 渗透井保水系统地面集排水 - 构造 

渗透井保水系统是垂直式「渗透阴井」收集地表上的降雨，通过水平式的「渗透网管」两者相互配合，

将基地内无法自然入渗排除之降水，设法集中于管内后快速入渗至地下水层中，达到人工辅助入渗的效

果，弥补自然入渗之不足。 

 
 

「渗透阴井」 

是属于垂直式的辅助入渗设施，不仅可以有较佳的贮集渗透的效果，同时亦可做为「渗透网管」之

间联接的节点，可容纳排水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杂物，以方便定期清除来保持排水的通畅。 

通常「渗透阴井」与「渗透网管」配合成「渗透井保水系统」，收集地表及地层中饱和的雨水入渗涵

养地下水层。 
 

「渗透网管」 

半月型部份为不透水层，平面部份为网状透水层。 

传统之透水管材大都于上半部开设槽孔，需要如碎石不织布等过滤材包

覆以防止透水管阻塞，渗透网管采半月型设计，半月型部份为不透水层，

平面部份为网状透水层，埋设时，平面部份为网状透水层向下，如此一

来，土壤颗粒因重力自然沉殿，不致随同水流进导水管内，因此，渗透

网管不需碎石和不织布等过滤材料，不阻塞，生态工法施工，是解决地

下排水管材阻塞问题的最佳透集排水资材.  
 

D-4. 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功能 

渗透井保水系统收集雨水，加速雨水入渗地表下的人工辅助设施，涵养地下水层，防止过量的地表径流。 

＊基地保水，促进雨水下渗，回补地下水。 

＊有效补充涵养地下水，恢复河川基流，改善环境生态条件，促进生物有机存活空间。 

＊调节地区微气候，缓和都市气候温暖化。 

＊缓解地面沉降、减少水涝和海水的倒灌。 

＊减缓都市洪水发生之机率。 

＊雨水循环再利用措施可节省珍贵自来水源并降低水费，更能真正落实水资源有效利用之目标。 

＊占地面积和所需空间小，施工容易，投资成本低，效益高，并能减少排水道设施。 

＊促进雨水下渗-创造生态平衡环境。 

地下水之涵养 

当降雨强度高 50mm/hr 之年降雨次数为 45 次时，台北市每增加 1%之人工入渗透水面积，完全入渗

时保水量为 3.50× 106m3/yr，相当于翡翠水库满水位标高 170 公尺之有效蓄水（3.40× 108m3）之

1%水量。 

 

 

 



 

D-5.渗透井保水系统规格 

 

渗透阴井规格表 

 

标称管径 内径*外径 

± 3.0%mm 

螺距 

± 3.0%mm 英吋 型号 

6" NSO-150A 148*165 14.0mm 

8" NSO-200A 193*216 14.5mm 

10" NSO-250A 239*267 14.5mm 

12" NSO-300A 290*318 14.5mm 

16" NSO-400A 390*420 14.5mm 

 
缠绕管阴井规格表 

 

缠绕管阴井 

规格型号 
内径*外径
mm± 3% 

WP200P4B 200*220 

WP250P4B 250*270 

WP300P4B 300*330 

WP400P4B 400*440 

WP500P4B 500*540 

WP600P4B 600*650 

WP700P4B 700*750 

WP800P4B 800*862 

WP900P4B 900*978 

WP1000P4B 1000*1088 

WP1200P4B 1200*1300 
 

螺旋管阴井规格表 

 

 

螺旋管阴井 

规格型号 
内径*外径
mm± 3% 

SPC-150 
SPO-150 

150*173 

SPC-200 
SPO-200 

200*234 

SPC-250 
SPO-250  

250*285 

SPC-300 
SPO-300 

300*340 

SPC-400 
SPO-400 

400*450 

SPC-500 
SPO-500 

500*566 

SPC-600 
SPO-600 

600*676 
 

 

渗透网管规格表 

 

标称管径 内径*外径*高 

mm± 3.0% 

螺距 

mm± 3.0% 

长度 

m 

同径接头 

英吋 型号 型号 cm 

3" HPT-75A 79*92*82 12.5mm 5m HPF-75A 15cm 

4" HPT-100A 96*114*94 12.5mm 5m HPF-100A 20cm 

6" HPT-150A 149*167*136 14.0mm 5m HPF-150A 25cm 

8" HPT-200A 193*216*170 14.5mm 5m HPF-200A 30cm 

10" HPT-250A 239*267*197 15.0mm 5m HPF-250A 35cm 

12" HPT-300A 290*318*223 15.5mm 5m HPF-300A 40cm 

 
阴井盖规格表 

塑料阴井盖规格表 

 

 
阴井盖 A B C D E 
12" 390 342 323 60 26 
16" 494 446 426 60 26 

材质 : HDPE+纤 30% 

铸铁阴井盖规格表 

 

 
阴井盖 A B C D E 
10" 323 293 277 60 27 
12" 374 344 328 60 27 
16" 476 446 430 60 27 

 

*本公司保留修改权利或依客户需求订制 



 

渗透井保水系统规格表 

 

 

 

 

渗透阴井管径 + 渗透网管配置表 

渗透阴井 高度 

mm 

渗透网管 
阴井盖 

管径 型号 标称管径 型号 

10" NSO-250A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800 8"F HPT-200A 

1000 10"F HPT-250A 

12" NSO-300A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600 6"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800 8"F HPT-1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000 10"F HPT-2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200 12"F HPT-2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6" NSO-400A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800 8"F HPT-2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000 10"F HPT-2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200 12"F HPT-3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本公司保留修改权利或依客户需求订制 

 

 

 

 

一通 

 

二通 

 

三通 

 

四通 



 

渗透井保水系统规格表 

 

一通 

 

二通 

 

三通 

 

四通 

缠绕管阴井管径 + 渗透网管配置表 

缠绕管阴井 高度 

mm 

渗透网管 
阴井盖 

管径 型号 标称管径 型号 

250mm WP250-4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800 8"F HPT-200A 

1000 10"F HPT-250A 

300mm WP300-4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600 6"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800 8"F HPT-1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000 10"F HPT-2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200 12"F HPT-2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400mm WP400-4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800 8"F HPT-2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000 10"F HPT-2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200 12"F HPT-3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500mm WP500-4 

500 4"F HPT-100A 格栅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格栅阴井盖 

800 8"F HPT-200A 格栅阴井盖 

1000 10"F HPT-250A 格栅阴井盖 

1200 12"F HPT-300A 格栅阴井盖 

600mm WP600-4 

500 4"F HPT-100A 格栅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格栅阴井盖 

800 8"F HPT-200A 格栅阴井盖 

1000 10"F HPT-250A 格栅阴井盖 

1200 12"F HPT-300A 格栅阴井盖 

    ＊本公司保留修改权利或依客户需求订制 

 



 

渗透井保水系统规格表 

 

一通 

 

二通 

 

三通 

 

四通 

螺旋管阴井管径 + 渗透网管配置表 

螺旋管阴井 高度 

mm 

渗透网管 
阴井盖 

管径 型号 标称管径 型号 

250mm SP250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800 8"F HPT-200A 

1000 10"F HPT-250A 

300mm SP300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600 6"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800 8"F HPT-1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000 10"F HPT-2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200 12"F HPT-2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400mm SP400 

500 4"F HPT-1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800 8"F HPT-2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000 10"F HPT-25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1200 12"F HPT-300A 
铸铁阴井盖 

塑料阴井盖 

500mm SP500 

500 4"F HPT-100A 格栅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格栅阴井盖 

800 8"F HPT-200A 格栅阴井盖 

1000 10"F HPT-250A 格栅阴井盖 

1200 12"F HPT-300A 格栅阴井盖 

600mm SP600 

500 4"F HPT-100A 格栅阴井盖 

600 6"F HPT-150A 格栅阴井盖 

800 8"F HPT-200A 格栅阴井盖 

1000 10"F HPT-250A 格栅阴井盖 

1200 12"F HPT-300A 格栅阴井盖 

    *本公司保留修改权利或依客户需求订制 

 

 



 

D-6. 渗透井保水系统管体物理性质 

渗透井保水系统管体 

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原料，质轻、坚韧、耐酸碱、不易腐蚀、无毒、土壤和水质完全不受

污染，是施工于地下排水道的最佳透排水资材。 

一般物理性质 

使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一体押出成型 

质轻：（比重 0.936～0.965） 

使用温度范围：-30℃～80℃ 

耐冲击特性 

耐久性能 

耐震 

化学的物性 

耐药性佳：在一般土壤中聚乙烯完全

不受化学药品侵蚀。 

无毒：聚乙烯塑料(PE)具环保材料，土

地和水质完全不受污染。 

 

渗透井保水系统材质物性规范 

渗透阴井物性规范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单位 规定标准 

密度 CNS13333 g/cm3 ﹥0.940 

延伸率 CNS2459 % ﹥350 

抗拉强度 CNS2459 Kgf/cm2 ﹥200 

 

渗透网管物性规范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单位 规定标准 

密度 CNS13333 g/cm3 ﹥0.940 

延伸率 CNS2459 % ﹥350 

抗拉强度 CNS2459 Kgf/cm2 ﹥200 

抗压强度(10%变形量) CNS14899 Kgf/m ﹥180 

 

E. 渗透井保水系统工程设计 
 

E-1.渗透井保水系统设计说明 

渗透井保水系统目的 

渗透井保水系统工程设计目的旨在加速雨水入渗地表下，含养地下水，防止过量的地表径流，并兼顾

原有排水功能及环境质量。 
 

渗透井保水系统规划 

已有雨水下水道规画地区，渗透井保水系统可分流下水道防洪排水之不足，使部份雨水直接下渗至地底

下，作为雨水下水道防洪辅助系统。无雨水下水道系统规画地区，应先作排水规划，且配合规画需要设

置渗透井保水系统，节省下水道建设经费，又可达到基地保水、防洪的目标。 
 

基本原则 

一、渗透井保水系统之设计，以立即排水为原则，依所研选之频率降雨强度、土壤之种类等级、地区降

雨特性、排水构造物、风险损失等因素，采合理公式方法推算。 

二、渗透井保水系统之布设，以不使污水侵入、不妨碍建筑物安全及易于清理维护为原则。 

三、渗透井保水系统之布设规模，土壤渗透率较差的地区 K 值(10-8m/s)以上如黏土层，应以基地保水

设计为主。土壤渗透率较好的地区 K 值(10-7m/s)以下如砂土、粉土，土壤渗透率以防洪设计为主。 

 

 



 

E-2.渗透井保水系统设计要点 

一、降雨条件 

降雨量的多寡及强度、降雨延时、降雨事件的间距、日照强度与蒸发量等因素均会对地表水文产生影响，

因此也会影响渗透井保水系统之入渗性能。在规划渗透井保水系统时是假设降雨后产生之径流立即流入渗

透井保水系统，且同时发生入渗现象，而入渗现象将会持续到降雨事件结束之后，即假设降雨臨前条件为

饱和；故由设计的观点來看，设计降雨延时的决定不仅影响规划之渗透井保水系统规模，也影响渗透井保

水系统的使用性能，因此若于规划初期谨慎选择设计降雨延时，将有助于渗透井保水系统性能提升与使用

效率。 

二、土壤种類 

渗透井保水系统所具的径流调节效能与土壤种類有很大的关系，高渗透性的土壤可在短时间内让滞留之雨

水快速的入渗至土壤中，以增加渗透井保水系统滞蓄空间之使用效能，故土壤的渗透能量影响设施性能甚

巨。因此为获得正确的土壤入渗率应以现场试验为主，现场试验如无法进行则应以试验室试验替代。 

地表土壤颗粒较大则入渗率较佳，通常渗透井保水系统设置位置的选择，往往都会考虑土壤的排水速率，

因此在渗透井保水系统的选址上，土壤性质是一项重要的因素 

三、池蓄时间 

影响渗透井保水系统性能的另一要素是其所能容许的最大池蓄时间，所谓的池蓄时间即是将暴雨时储存于

设施上之径流完全入渗至地下所需的时间，池蓄时间是渗透井保水系统设置上的一个重要參數，与渗透井

保水系统之设计深度具有密切的关系。 

由于土壤是由岩石风化作用而成，其物理特性諸如质地、表土深度、剖面结构、有机物含量等，均会影响

土壤的入渗能力。 

在设计上为考虑雨水滞留对于环境的影响，通常以 24 至 72 小时为宜；入渗率之大小常常受到水深的影响，

较高的设施深度水头可提供较大水压以增加雨水的入渗速度，且底部阻塞时边壁仍可持续提供入渗机会，

故在设计实务上宜考虑现场狀况采用最大之设计深度。 

四、地形与地质 

基地的地形会影响水的流动，坡度愈大，水的流动速度愈快，水的排出也愈快，渗透至土壤的水量也愈少，

故为使渗透井保水系统有较佳的入渗效率，适宜的地形昰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一般而言，渗透井保水系

统则不可超过 20%。在地质方面，设置前应进行如地质钻孔等之详细的地质调查，为获得较佳的入渗效率，

渗透设施底部至少应距離岩盘 1m 以上。 

五、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的高低将会影响渗透井保水系统的入渗效率，较高的地下水位不利雨水入渗，而低洼地区易因雨

积水而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减少入渗量，故在规划时需对渗透设施设置地区之地下水位进行现场调查，一般

建议渗透设施底部距季节性地下水位至少距離 1m 以上；而若无地区之地下水位资料，建议渗透井保水系

统底部至少距離地下水位 1.5m。 

六、植生缓冲带 

一般在规划渗透设施时应在其周围设置植生缓冲带以防止径流中落葉或杂物阻塞设施降低其入渗效能，且

植生缓冲带也具有降低流速、增加集流时间与入渗的功能。渗透井保水系统可能会将地面水污染经由入渗

进入地下水层造成地下水污染，此现象亦可藉由植生缓冲带等前处理设施减低其风险；而植生植物的选择

以较具耐水性及较能吸附溶解性污染物者为佳，且植物具有季节性其吸附污染物的能力会随时间而逐渐降

低，故植物应按季节及其吸附能力定期更换。 

七、土地使用计划与限制 

基地渗透井保水系统之设置地点常与都市、小区紧密结合，故土地的分類使用将会影响到渗透井保水系统

所截蓄之水量及水质，故对于都市计划之土地利用也应加以深入了解，如工厂旧址、掩埋场等；因如土壤

已遭污染，设置渗透井保水系统将会扩散污染源造成地下水污染，因此不宜设置；如附近有抽水井则至少

需距 30m 以上方可设置渗透井保水系统。 

对于坡度大、有崩陷危险的地区更应详加调查，严禁在此地区设置渗透井保水系统，另对于土地依法禁止

开发或不拟开发之地区，则应予排除，不列入选址之考量；而渗透井保水系统设置位置的选择亦可能影响

到设施之使用目标，故应依渗透井保水系统之使用目的，订定不同的管理办法，以避免发生危险。 

八、污染控制 

地表径流所含之污染物质会造成渗透井保水系统的阻塞，且可能污染地下水质，故必须对水质及土壤进行

调查，以明了是否已遭污染，尤其渗透井保水系统系以整体规划分散配置的方式遍布于集水区中，若有单

一设施遭受污染可能遍及整个集水区，故应于规划前进行充分调查，俾广泛收集设计资料 

 
 



 

E-3.雨量设计径流量 
计算雨水径流量得考虑排水面积、地表特性、降雨强度等因素，径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Q：径流量（立方公尺／秒） 
C：为径流系数 
I：为降雨持续时间 t 分钟内之平均降雨率（公厘／小时） 
A：为排水面积（公顷） 

 
预估降雨率 

一、暴雨强度公式 

暴雨强度应参考当地雨水下水道系统规画或按各该地区过去数据分析所得，在无其它更为适当之 

资料时，可依表一.各式计算： 
表一. 地区暴雨强度公式表 

 

注：”t”系指降雨延时，单位为分钟 
 

二、集流时间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施之集流时间包括起始时间及管渠中之流经时间，采用 10 分钟至 15 分钟。 

集流时间为水流自流域最远点至计划地点所需时间，包括流入时间及流达时间，其计算公式如下式： 

tc=t1+t2 
式中： 
tc：集流时间(小时) 
t1: 流入时间(小时)，指降水经地表面或成型溪由集水区边界流至水道所需时间。经林地及草地 

之流入时间，通常以流速 0.3～0.6 公尺/秒计算之。 
t2: 流达时间(小时)，指径流经水道至计划地点所需时间。 

 

三、排水面积 

排水面积的计算，都市中心区原则上考虑

地面坡度以道路中心为分水线，且应同时

考虑邻接街廓之排水需求，如图所示。其

它地区则依地形实际估算排水面积。 
 

排水面积划分法 

 

E-4.渗透井保水系统设计概念 

虽然入渗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渗透井保水系统入渗设施必须仔细设计并且维护。不好设计或者不

恰当施工容易出毛病，降雨量和土壤饱和透水系数是渗透井保水系统处理量设计主要考虑因素，而且

系统维护也是必要的包括定期检查，清除进水口防止阻塞，刈草整理和清理渗透阴井淤积杂物。 

渗透井保水系统占地很少，渗透井或渗透网管也可单独使用收集从屋顶或者其他地表的降雨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置大约高于地下水水 1 米防止地下水污染。 

为充分利用渗透井保水系统空间，渗透井顶部均设置盖钣，并在适当距离设置渗透井泄水孔。 

水力计算采用曼宁公式。 

渗透井保水系统水力计算 

 



 

水力计算采用曼宁公式和连续方程式： 

 

 

式中： 
Q：流量（立方公尺／秒） 
A：通水面积（平方公尺） 
V：流速（公尺／秒） 
N：粗糙系数 
R：水力半径（公尺） 
S：水力坡降 

 
粗糙系数 

渗透网管之粗糙系数（n）值：0.015 
 

设计流速限制 

网管于设计流量时之最小流速，不宜小于 0.8 公尺/秒，不宜大于 5 公尺/秒。 

网管内的流速(0.2 公尺/秒)以上可清除管内的堆积物。 
 

渗透网管坡度 

为符合各路线排水量，及发挥网管排水机能与最经济之水路断面，其最小纵坡为 1/1000，其纵坡一般

与路面平行，若路面纵坡平坦时，则采用不与路面相平行。 
 

渗透井进水口设计 

渗透井进水口，宜考虑设置格栅直落式进水口。进水口设置尺寸与型式视水理特性、漂浮物阻塞可能

性、安全与经济等因素，选用缘石进水口或格栅进水口或复式进水口。 
 

渗透井进水口位置及间距 

渗透井进水口间距视地形、集水面积、道路纵向

坡度、横向坡度、流向、渗透井保水系统、进水

口尺寸等条件决定。于基地交叉口及局部最低点，

竖曲线最低点及其前后约 3 公尺处或地下道入口

均应设置，其间距在 5~30 公尺之间。 
 

渗透井保水系统进水口设置位置示例 
 

进水口流量 

渗透井进水口 

 

式中： 
Q：格栅进水口流量（立方公尺/秒） 
K：考虑阻塞之安全系数，一般可采 0.5  
C：孔口系数，0.5~0.6  
A：栅孔净面积（平方公尺） 
g：重力加速度（9.8 公尺/秒 2） 
h：浅沟水流平均水深（公尺） 

 
渗透井人孔 
于渗透井保水系统适当距离或方向折变处或两个以上管道连接处，设置人孔以利清理及衔接。 
 
渗透井间距 
人孔间距视雨水下水道尺寸及水路中漂浮物、沉积物数量多寡而定，人孔间距不大于 30 公尺。 

 
渗透井人孔布设 
人孔应有足够之空间供人员清理使用，其形状及构造不应严重干扰水流。 

 

E-5.渗透井保水系统渗透排水能力 

1. 径流量 

预期降雨量计算公式 

Qf=C x I x A 

Qf  : 预期降雨量（m3/hr） 
C：径流系数 
I：降雨强度〈mm/hr〉 
A：基地面积〈m2〉 

 

 



 

雨量设计径流量 

计算雨水径流量得考虑排水面积、地表特性、降雨强度等因素，径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Q：径流量（立方公尺／秒） 
C：为径流系数 
I：为降雨持续时间 t 分钟内之平均降雨率（公厘／小时） 
A：为排水面积（公顷） 

 

径流系数参考值 

地表径流系数Ｃ值得参考下表，但开发中之Ｃ值以 1.0 计算。 
集水区状况 无开发整地区之径流系数 开发整地区整地后之径流系数 
陡峻山地 0.75~0.90 0.95 
山岭区 0.70~0.8 0.90 

丘陵地或森林地 0.5~0.75 0.90 
平坦耕地 0.45~0.6 0.85 
非农业使用 0.75~0.95 0.95~1.0 
山地河川 0.75~0.85  
平地小河川 0.45~0.75  
大半为平地之大河川 0.5~0.75  

 
径流系数径流系数（C），依据透水与否分类规定如表 20.1，依据区域型态分类规定如表 20.2。 

表 20. 1 径流系数表（依据透水与否） 

暴雨持续时间（分） 
径流系数 C 值 

不透水地面 透水地面 
5 0.50 0.10 
10 0.60 0.20 
20 0.80 0.34 
30 0.85 0.40 
45 0.90 0.45 
60 0.94 0.50 

注：沥青路面径流系数采用固定值 0.8 
 

表 20. 2 径流系数表（依据区域型态） 

区域型态 商业区 住宅区 公园 工业区 
径流系数 C 值 0.7-0.8 0.5 0.1 0.2 

 
2. 集流时间 

分段估算法： 
集流时间为 tc=to+ts 
to：雨水产生之径流，由集水区边界流至河道旁所需的时间（坡面径流的时间)。 
ts：坡面径流流经水道，由上游至出水口所需的时间（水道径流的时间)。 
坡面径流的流速(V)一般在 0.3~0.6m/sec 左右，故坡面径流时间 to，可用坡面长度(L)除以 V 估计
之。而河道所汇集之坡面径流流下的速度，应依据各溪段断面、坡度、糙率等数据，依曼宁公式计算求
ts。 

 
促进雨水下渗渗透井保水系统渗透能力配置设计值计算 

渗透网管理论透水量 
Qhp = Aidx k x t 
Qhp ：渗透网管理论透水量 
Aid  ：渗透网管面积 
K：土壤渗透系数或最终入渗率 

   t   ：降雨延时基准值 

渗透阴井理论透水量   
Qw = Abx kx t + 0.5 x Asx kx t 
Qw ：渗透阴井理论透水量 
Ab  ：渗透阴井底面积 
As  ：渗透阴井侧面积 
K：土壤渗透系数或最终入渗率 
t：降雨延时基准值 

 
土壤渗透系数 kSoil 
k：土壤渗透系数(m/s)，以表层 2m 以内土壤认定之。应先依建筑技术规则建筑构造篇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做

钻探调查，将钻探结果中表层 2m 以内土壤之「统一土壤分类」(unified classification)代入表十三以取
得 k 值；未符合本条规定而无需做钻探调查者，则可由经验判断其表土可能之土质，并代入表十四以取得
k 值。 

 
 



 

基地最终入渗率 f 
f：基地最终入渗率（m/s），最终入渗率系指降雨时，雨水被土壤吸收之速度达稳定时之值，应在现地进行入渗试验求

之，或以表层 2m 以内土壤认定之。应先依建筑技术规则建筑构造篇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做钻探调查，将钻探结果中
表层 2m 以内土壤之「统一土壤分类」（unified classification）代入表十三以取得以取得 f  值；依法无需做钻探
调查者，则可由经验判断其表土可能之土质，并代入表十四以取得 f  值。 

 
表十三统一土壤分类与土壤最终入渗率f及渗透系数k对照表 

土层分类描述 粒径D10(mm) 统一土壤分类 最终入渗率f(m/s) 土壤渗透系数k (m/s) 
不良级配砾石 0.4 GP 10-3 10-3 
良级配砾石  GW 

10-4 10-4 沈泥质砾石  GM 
黏土质砾石  GC 
不良级配砂  SP 

10-5 10-5 
良级配砂 0.1 SW 
沈泥质砂 0.01 SM 

10-6 10-7 
黏土质砂  SC 
泥质黏土 0.005 ML 

10-7 
10-8 

黏土 0.001 CL 10-9 
高塑性黏土 0.00001 CH 10-11 

注：属于相同土壤统一分类的不同土质，会因为紧密程度以及组成的不同，有所误差。 
本表为求评估上之客观，乃是取其最小值，可使评估结果较为保守可信。 

 
表十四土壤最终入渗率f及渗透系数k简易对照表 

土质 砂土 粉土 黏土 高塑性黏土 
最终入渗率f (m/s) 10-5 10-6 10-7 10-7 
土壤渗透系K(m/s) 10-5 10-7 10-9 10-11 

 
表十五渗透网管每公尺理论透水量 

系数 k 管径 底面不铺砂石 
底面铺砂石 

(面积增加 20cm) 

最终入渗率 
(10-6 m/s) 

2'' 0.1793 L/hr·m 0.8993 L/hr·m 

3'' 0.2592 L/hr·m 0.9792 L/hr·m 

4'' 0.3420 L/hr·m 1.0620 L/hr·m 

6'' 0.5173 L/hr·m 1.2373 L/hr·m 

8'' 0.6851 L/hr·m 1.4051 L/hr·m 

土壤渗透系数 
(10-7 m/s) 

2'' 0.0179 L/hr·m 0.0899 L/hr·m 

3'' 0.0259 L/hr·m 0.0979 L/hr·m 

4'' 0.0342 L/hr·m 0.1062 L/hr·m 

6'' 0.0517 L/hr·m 0.1237 L/hr·m 

8'' 0.0685 L/hr·m 0.1405 L/hr·m 

 
表十六渗透井理论透水量 (L/hr) 

管径 系数 k 长 80cm 长 90cm 长 100cm 长 110cm 长 120cm 

10'' 

最终入渗率 
(10-6 m/s) 

1.243 L/hr 1.378 L/hr 1.513 L/hr 1.648 L/hr 1.783 L/hr 

土壤渗透系数 
(10-7 m/s) 

0.124 L/hr 0.138 L/hr 0.151 L/hr 0.165 L/hr 0.178 L/hr 

12'' 

最终入渗率 
(10-6 m/s) 

1.550 L/hr 1.714 L/hr 1.878 L/hr 2.042 L/hr 2.206 L/hr 

土壤渗透系数 
(10-7 m/s) 

0.155 L/hr 0.171 L/hr 0.188 L/hr 0.204 L/hr 0.221 L/hr 

 
表十七渗透阴井与渗透网管与 PVC 管对照  (降雨量：50mm/hr) 

PVC 立管 
管径（mm） 

屋顶面积 
（m2） 

径流量 
m3/hr 

渗透井 
建议尺寸 

渗透网管 
建议尺寸 

50 67 3.35 8’’ 10’’ 12’’ 2’’ 3’’ 4’’ 
65 135 6.75 8’’ 10’’ 12’’ 3’’ 4’’ 
75 197 9.85 10’’ 12’’ 4’’ 6’’ 
100 425 21.25 10’’ 12’’ 6’’ 8’’ 
125 770 38.5 10’’ 12’’ 8’’ 
150 1250 62.5 12’’ 16’’ 8’’ 10’’ 
200 2700 135 16’’ 10’’ 

 



 

E-6.渗透井保水系统施工规范 

渗透井保水系统施工规范 
一. 管体特性 

渗透井保水系统是收集雨水加速雨水入渗地表下的设施，功能为涵养地下水，降低地表径流。渗透井保

水系统是垂直式「渗透井」收集地表上的降雨，通过水平式的「渗透网管」两者相互配合，将基地内无

法自然入渗排除之降水，设法集中于管内后快速入渗至地下水层中，达到其辅助入渗的效果，弥补自然

入渗之不足。 

渗透网管采半月型渗透网管设计，半月型为不透水层，平面部份为网状透水层，埋设时网状透水层向下，

而使水流由下往上进入导水管，如此一来土壤颗粒因重力自然沉殿，不致随同水流进导水管内，同时也

不会在网管附近产生淤积现象，而且朝下之透水层既能进水，同样也能散水，当水分进入时，毛细现象

会自然而然对土壤中之水分产生抽吸之效果，并以重力流向外排放，当水流到达出口，将因落差产生虹

吸作用，进一步对土壤内部产生负压，大幅增加吸排水效率，当土壤湿度不足时，水能渗入土壤，达到

保水灌溉效果。渗透网管系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为材质，立体螺纹环绕一体押出成型，抗压性高且不

易滑动，子母牙山环绕成网状结构不易阻塞，螺旋网状构造，具可挠性、质轻、坚韧、耐酸碱、不易腐

蚀、不易破裂等之优越特性。 
 

二.材质： 

渗透阴井以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原料制成，物性要求如下：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单位 规定标准 

密度 CNS13333 g/cm3 ﹥0.940 

延伸率 CNS2459 % ﹥350 

抗拉强度 CNS2459 Kgf/cm2 ﹥200 
 
渗透网管以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原料制成，材质坚韧不易断裂,物性要求如下： 

检验项目 试验方法 单位 规定标准 

密度 CNS13333 g/cm3 ﹥0.940 

延伸率 CNS2459 % ﹥350 

抗拉强度 CNS2459 Kgf/cm2 ﹥200 

抗压强度(10%变形量) CNS14899 Kgf/m ﹥180 
 

三.构造 : 

渗透井保水系统是垂直式「渗透阴井」收集地表上的降雨，通过水平式的「渗透网管」两者相互配合，

将基地内无法自然入渗排除之降水，设法集中于管内后快速入渗至地下水层中，达到人工辅助入渗的效

果，弥补自然入渗之不足。 

 

渗透井保水系统立体图 
 
渗透网管立体螺纹环绕一体押出成型，子母牙山环绕成网状结构，半月型为不透水层，平面部份为网状

透水层，埋设时网状透水层向下，而使水流由下往上进入导水管，如此土壤颗粒不致淤积在导水管内。 

 
渗透网管立体图 

 

 



 

四.规格 : 

渗透网管规格表 

标称管径 内径*外径*高 

± 3.0%mm 

螺距 

± 3.0%mm 

长度 

m 

 

英吋 型号 

2" HPT-50A 50*62*54 11.5mm 5m 

3" HPT-75A 79*92*82 12.5mm 5m 

4" HPT-100A 96*114*94 12.5mm 5m 

6" HPT-150A 149*167*136 14.0mm 5m 

8" HPT-200A 193*216*170 14.5mm 5m 

10" HPT-250A 239*267*197 15.0mm 5m 

12" HPT-300A 290*318*223 15.5mm 5m 
 
五. 管体接续： 

生态渗透网配合标准接头，施工更快速、更容易。 
 

六.一般规定： 

(1) 施工前承包厂商应准备样品及正本型录连同本项工程计划书提交建筑师或工程顾问公司核准后,方可

施工. 

(2) 本项工程完工后.应由承包厂商出具正本原厂出厂证明书及渗透网管绿建材认证证明书提交建筑师或

工程顾问公司核备. 
 
七.施工步骤： 

(一)整地 : 将施工范围标示清楚并适当整平。高度以图示为准并加以压实。 

(二)放样 : 测量出场地精确的位置,依照配管平面图标示。 

(三)机械挖沟: 

1. 先依设定坡度开挖干管位置. 

2. 再开挖支管位置并且支管末端深度以干管深为基准, 

3.挖沟时,若有坍方或沟中有杂物,需先以人工开挖清除. 

(四)碎石铺设:挖沟工程完成后,先于沟底均匀铺设5cm~10cm清碎石。厚度以图示为准. 

(五)埋设透水网管与阴井施工: 

1. 先将干管埋设于沟内,以碎石铺设固定。施工时将管平放，半月型向上，平面部份向下。 

2. 干管与支管交会处,分别以两通﹑三通﹑四通接头连接. 

3.阴井施工时请先做预留孔,使干管可插入阴井,再将四周空隙,以水泥沙浆封实. 

(六) 回填 :干管和支管整体配置完成,以机具开始将回填土分层铺设,分层压实. 

 

八. 渗透井水系统施工参考图 

管沟的宽度设计以阴井直径两边各加 10cm 渗透网管配管斜度比 1:100~1:500 

 

渗透阴井参考图 

 



 

渗透网管透排水施工设计参考数据-人行脚踏车道 

 

管径 
B 

(cm) 

B1 

(cm) 

H 

(cm) 

H1 

(cm) 

H2 

(cm) 

H3 

(cm) 

H4 

(cm) 

2" 25 30 41 5 6 25 5 

3" 25 30 43 5 8 25 5 

4" 25 30 44 5 9 25 5 

6" 30 35 49 5 14 25 5 

8" 37 42 62 5 17 35 5 

10" 45 50 65 5 20 35 5 

12" 50 55 68 5 23 35 5 
 

渗透网管透排水施工设计参考数据-轻载车道(T-20*1 台) 

 

管径 
B 

(cm) 

B1 

(cm) 

H 

(cm) 

H1 

(cm) 

H2 

(cm) 

H3 

(cm) 

H4 

(cm) 

2" 25 30 41 5 6 25 5 

3" 25 30 53 5 8 35 5 

4" 25 30 54 5 9 35 5 

6" 30 35 69 5 14 45 5 

8" 37 42 72 5 17 45 5 

10" 45 50 85 5 20 55 5 

12" 50 55 88 5 23 55 5 
 

渗透网管透排水施工设计参考数据-重载车道(T-20*2 台) 

 

管径 
B 

(cm) 

B1 

(cm) 

H 

(cm) 

H1 

(cm) 

H2 

(cm) 

H3 

(cm) 

H4 

(cm) 

2" 25 30 49 5 4 35 5 

3" 25 30 63 5 8 45 5 

4" 25 30 74 5 9 55 5 

6" 30 35 89 5 14 65 5 

8" 37 42 102 5 17 75 5 

10" 45 50 115 5 20 85 5 

12" 50 55 128 5 23 95 5 

 
 

铸铁阴井盖 

 

阴井盖 A B C D F 

10" 323 293 277 60 26 

12" 374 344 328 60 26 

16" 476 446 434 60 26 
 

 

塑料阴井盖 

 

阴井盖 A B C D F 

12"(318) 390 342 323 60 26 

16"(420) 494 446 426 60 26 
 

 

 
 

 

 



 

E-7. 渗透井保水系统建筑基地保水设计 

 

建筑基地保水设计技术规范 

一、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保水指标系指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后之土地保水量与开发前自然土地之保水量之相 

对比值。 

二、评估基准： 

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之保水指标计算值应依下式计算，其保水指标计算值 λ必须大于基准值λc： 

 r
tkA

Q

Q原用地保水量

Q
c

n

i

i






 10.1

地保水量用開發後

0

1

0

'

  --------（1） 

其中： 

λ ：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保水指针计算值，无单位。 

λc：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保水指针基准值，无单位。 

Q’：各类保水设计之保水量总和(m3)，即


8

1i

iQ 。 

Qi：各类保水设计之保水量(m3)，其计算方式详见附表一。 

Qo：原用地保水量(m3)，Q0=A0 x K x t 

Ao：公共设施用地之总面积(m2) 

r：法定建蔽率(区段征收及市地重划计算用地保水量时，道路用地等无建蔽率规定者， 

r 以 0 估算之，以提高保水效果。) 

k：土壤渗透系数基准值(m/s)，以表层 2m 以内土壤认定之。应先依建筑技术规则建筑构造篇第六

十四条的规定做钻探调查，将钻探结果中表层 2m 以内土壤之「统一土壤分类」(unified 

classification)代入附表二以取得 k 值为 k;未符合本条规定而无需做钻探调查者。则可由经验判

断其表土可能之土质，并代入附表三以取得k值为k。但k<
7102  m/s时，则令k= 7102  m/s；

亦即 k 基准值不得小于 7102  m/s。 

t：最大降雨延时(sec)。取 158400sec(44hr) 

 

附表一渗透井保水系统设计之保水量计算及变量说明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计之 

保水量 Qi(m3) 
保水量 Qi计算公式 变量说明 

渗透管(沟)设计保水量

Q6 
Q6=(2.0‧k‧L‧t)+(0.069‧L) L：渗透管(沟)总长度[m] 

渗透集水井设计保水量

Q7 
Q7=(3.0‧k‧n‧t)+(0.015‧n) n：渗透集水井个数 

批注 

1.变量说明 

k：土壤渗透系数(m/s)，以表层 2m 以内土壤认定之。应先依建筑技术规则建筑构造篇第

六十四条的规定做钻探调查，将钻探结果中表层 2m 以内土壤之「统一土壤分类」

(unified classification)代入附表二以取得 k 值；未符合本条规定而无需做钻探调查者，

则可由经验判断其表土可能之土质，并代入附表三以取得 k 值。需特别注意此处之 k 值

非式(1)中的 k 值，亦即 k 没有最小值的限制。 

t：最大降雨延时(sec)。取 158400sec (44hr)。 

2.上述「渗透管(沟)」Q6、「渗透集水井」Q7、的公式均以一个标准尺寸的设施来做为设计与

计算上的依据，如实际尺寸与标准图差异过大，则需另行做认定及计算。 

 
 
 

表2 统一土壤分类与土壤渗透系数k 值对照表 

 



 

土层分类描述 粒径D10(mm) 统一土壤分类 土壤渗透系数k (m/s) 
不良级配砾石 0.4 GP 10-3 
良级配砾石  GW 

10-4 沈泥质砾石  GM 
黏土质砾石  GC 
不良级配砂  SP 

10-5 
良级配砂 0.1 SW 
沈泥质砂 0.01 SM 

10-7 
黏土质砂  SC 
泥质黏土 0.005 ML 10-8 
黏土 0.001 CL 10-9 
高塑性黏土 0.00001 CH 10-11 
注：属于相同土壤统一分类的不同土质，会因为紧密程度以及组成的不同，有所误差。 

本表为求评估上之客观，乃是取其最小值，可使评估结果较为保守可信。 

 

表3 土壤渗透系数k 值简易对照表 

土质 砂土 粉土 黏土 高塑性黏土 

土壤渗透系K( m/s) 10-5 10-7 10-9 10-11 
 
附表四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保水评估总表 

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保水评估总表 

一、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基本数据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  

总楼地板面积  法定建蔽率  

二、土地渗透系数 k 判断 

_____有____无钻探调查报告 

土壤分类=_____________ 

土壤渗透系数 k=__________m/s 

注:若 k< 7102  择需要以 k= 7102  带入 Qo 

三、用地保水评估 

保水设计手法 说明 设计值面积 保水量 Qi 

Q1绿地、被覆地、草沟保水量 

A1：绿地、被覆地、草沟

面积(m2)，草沟面积可算

入草沟立体周边面积。 

 

Q1=A1‧k‧t 

Q6渗透管(沟)设计保水量 L：渗透管(沟)总长度[m]  Q6=(2.0‧k‧L‧t)+(0.069‧L) 

Q7渗透集水井设计保水量 n：渗透集水井个数  Q7=(3.0‧k‧n‧t)+(0.015‧n) 

 iQ ____________ 

四、用地保水设计值 λ 计算 

各类保水设计之保水   iQQ '
____________ 

原土地保水量 Q0= tkA 0 =__________________ 


0

'

Q

Q
 ____________ 

五、用地保水指标基准 λc 计算 

 rc  10.1 ，r：法定建蔽率 
c _________________ 

六、用地保水及格标准检讨 

(1)设计值:λ=__________ 

(2)标准值： c ________ 

(3)判断式： λ> c ? 

合格 
 

不合格  

制表者 
姓名:                                         （签章） 

单位名称： 

地址： 

 

 

 



 

E-7-1.渗透井保水系统建筑基地之保水量计算 

 

公共设施用地开发保水案例：校园 

名称：OO 校园 

用地面积：10000m2 

法定建蔽率：50% 

 

一. 土地渗透系数 k 判断 

本案有钻探调查报告(另提出钻探报告)，用地表层 2m 之内为泥质黏土层(ML)，渗透系数 k 值为

10-8m/s，计算时 k 值取规定之最小值 2.0× 10-7m/s。 

 

二. 原土地保水量：Q0=A0× k× t=10000× 2.0× 10-7× 158400=316.8m3 

 

依据建筑基地保水设计技术规范 

保水量计算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施配置 

Q6=4"渗透网管 2000m (配管距离 10m)  

Q7=12" x 120cm 长渗透井透水量 25 个 (400m2) 

 

4"渗透网管保水量计算 

Q6=(2.0‧k‧L‧t)+(0.069‧L) 

Q6=(2.0‧10-7m/s ‧2000m‧158400)+(0.069‧2000m)=201.36m3 

 

渗透井保水量 

Q7=(3.0‧k‧n‧t)+(0.015‧n) 

Q7=(3.0‧10-5m/s‧25‧158400)+(0.015‧25)=119.175m3 

 

三. 用地保水设计值计算 

Q’=ΣQi  = Q6 x (2000m) + Q7 x (25n) 

渗透井保水系统保水量 : Q’=201.36m3+119.175m3=320.535m3 

原土地保水量：Q0=A0× k× t=10000× 2.0× 10-7× 158400=316.8m3 

λ=
0

'

Q

Q
=320.535m3/316.8m3=1.018 

 

四. 用地保水基准则 

r=法定建蔽率=50%=0.5 

λc=1.0×(1-r)=1.0× 0.5=0.5 

 

五. 用地保水及格标准检讨 

λ=1.018＞λc=0. 

 

 



 

E-7-2. 促进雨水下渗，减缓地表径流设计 

 

将预期降雨量使用渗透井保水系统使雨水能快速入渗地下减少地面径流达防洪目的 

防洪设计条件计算 

预期降雨量计算公式 

Qf=C x I x A 

Qf : 预期降雨量（m3/hr） 

C：流出系数 

I：降雨强度〈mm/hr〉 

A：基地面积〈m2〉 

 

渗透井保水系统渗透量 

Qs=ΣQs= Qhp + Qw 

Qs :渗透井保水系统渗透量 

Qhp:渗透网管渗透量 

Qw :渗透井渗透量 

 

渗透网管渗透量 

Qhp : Ahpx k x t 

Qhp : 渗透网管透水量(m3/hr) 

Ahp：渗透网管透水面积（m2） 

k ：基地土壤饱和渗透系数(m/s) 

t ：降雨延时基准值(s)。 

渗透井渗透量 

Qw : Awx k x t 

Qw : 渗透井透水量(m3/hr) 

Aw：单位井透水面积（m2） 

k ：基地土壤饱和渗透系数(m/s) 

t ：降雨延时基准值(s)。 

 

土壤饱和渗透系数k 值简易对照表 

土质 砂土 粉土 黏土 高塑性黏土 

土壤渗透系K(m/s) 10-5(m/s) 10-7(m/s) 10-9(m/s) 10-11(m/s)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计透水量”是以渗透量为基准，再加上以下的各种影响渗透能力 

Qs=αX (Qhp+ Qw) 

Qs：渗透井保水系统的单位设计透水量〈m3/hr〉 

Qhp+ Qw：渗透井保水系统理论透水量〈m3/hr〉 

α：各种影响系数〈一般皆定义为 0.9〉 

α 计算方式：由各种影响系数计算出 

α=α1 Xα2 Xα3 Xα4 

α1=地下水位〈一般是 0.9〉 

α2=网目阻塞量〈一般是 1〉 

α3=注入水的水温〈一般是 1〉 

α4=之前降雨量〈一般是 1〉 

 

 



 

E-7-3. 促进雨水下渗，减缓地表径流设计范例 

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基地保水案例：公园 

名称：OO 公园 

用地面积：10000m2 

 

一、土地渗透系数 k 判断 

本案无钻探调查报告，参考地质数据库邻近点位之数据，土层分布介于为不良级配砂及沉泥质砂，取

渗透系数 k 值为 10-7m/s。 

 

二、基地降雨评估 

Qf=C x I x A 

Qf：预期降雨量（m3/hr） 

C：流出系数 

I：降雨强度〈50mm/hr〉 

A：基地面积〈10000m2〉 

Qf=0.9 x (50/1000)*10000 =450.0m3/hr 

 

三、基地保水渗透井保水系统配置设计值计算 

渗透网管透水量(m) 

Qhp = Aidx k x t 

Qhp：渗透网管理论透水量 

Aid ：渗透网管内径 

k : 土壤渗透系数 k 

t : 降雨延时基准值(s) 

 

渗透网管透水量 α/m 模型试验 

 

 

渗透网管实际透水量 α/m： 

模型试验数据砂土土壤渗透系数 K 3.124*10-5m/s 

推算土壤渗透系数粉土 1.0*10-7m/s 

标称 

管径 

内径 

mm 

土壤渗透系数 K 

3.124*10-5m/s 

砂土 

1.0*10-7m/s 

粉土 

1.0*10-9m/s 

黏土 

4" 96 62.76m3/hr 0.20m3/hr 0.0020m3/hr 

 

渗透网管设计透水量 : 4" x 2000m 

Qhp = Aidx k x t 

Qhp =(0.2m3/hr) *2000m=400.0m3/hr 

 



 

渗透井透水量 

Qw : Awx k x t 

Qw : 渗透阴井透水量(m3/hr) 

Aw：单位阴井透水面积（m2） 

k ：基地土壤渗透系数基准值(m/s) 

t ：降雨延时基准值(s)。 

 

渗透井透水面积 (Aw) 

管面积+底面积=透水表面积(m2) 

品号 管径 
内径 

m 

2πR x (阴井长度) +πR2=透水表面积 (m2) 

长度 

60cm 

长度 

80cm 

长度 

90cm 

长度 

100cm 

长度 

120cm 

长度 

150cm 

长度 

180cm 

长度 

200cm 

NSO-200 8" 0.193 0.3929  0.5141  0.5747  0.6353  0.7565  0.9383  1.1201  1.2413  

NSO-250 10" 0.239 0.4951  0.6452  0.7203  0.7953  0.9454  1.1705  1.3957  1.5458  

NSO-300 12" 0.290 0.6124  0.7945  0.8856  0.9766  1.1587  1.4319  1.7051  1.8872  

 

Qw渗透井透水量 (土壤渗透系数 K：10-7m/s) 

品号 管径 
内径 

m 

Q0 : Aox k x t 

长度 

60cm 

长度 

80cm 

长度 

90cm 

长度 

100cm 

长度 

120cm 

长度 

150cm 

长度 

180cm 

长度 

200cm 

NSO-200 8" 0.193 0.5091  0.6662  0.7448  0.8233  0.9804  1.2160  1.4516  1.6087  

NSO-250 10" 0.239 0.6417  0.8362  0.9334  1.0307  1.2252  1.5170  1.8088  2.0033  

NSO-300 12" 0.290 0.7936  1.0297  1.1477  1.2657  1.5017  1.8558  2.2098  2.4458  

 

渗透井透水量 

12" 直径 x 1.2m 长 x 50 个 

Qw=Aid ×  k ×  t 

Qw= 1.5017m3/hr x 0.9 x 50=67.58m3/hr 

 

四.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计之透水量： 

Qs=ΣQs = Qhp x (m) + Qw x (n) 

Qs=ΣQs=400.0m3/hr +67.58m3/hr =467.58(m3/hr) 

 

五. 评估基准 

所设计处理量 467.58(m3/hr)大于预期雨水量 450.0m3/hr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施的设计处理量为渗透网管透水量跟渗透井透水量之合。 

请确认设计处理的结果大于预期降雨量 Qf =C X I X A 之和，若小，则须处理设施规模。 

 

 

 



 

F. 渗透井保水系统地上集排水主要性能 

F-1.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 - ｢基地保水｣，｢涵养地下水层｣保护水资源｢创造生态平衡环境｣。 

收集地表及地层中饱和的雨水，入渗涵养地下水层中，是一种兼具减缓地表劲流功能的基地保水设计，

以促进大地之水循环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调节微气候、缓和都市气候高温化现象。 

10 平方公里涵养地下水达 2 亿吨，渗透井保水系统提供最经济简单的方法。 

促进雨水入渗土壤中，设法让雨水暂时留置于基地上，再以一定流速让水渗透循环于大地，当基地保

水性能越佳时，基地涵养雨水的能力也越好，有益于土壤内微生物的活动，进而改善土壤之活性，维

护建筑基地内自然生态环境平衡。恢复河川基流，改善环境生态条件，还有缓解地面沉降、减少水涝

和海水的倒灌等多种效益。 

 
 

F-2.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 - 国土保育 

都市高密度开发地区，地表不透水区域包括屋顶、街道、人行道及停車场等，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裸

露地面入渗雨水，地表径流之增加量与不透水铺面之多寡存在着比例的关系，不透水区域之增加将会

减少雨水入渗至土壤的机会，结果不但减少地下水补注，同时造成洪峰流量、径流体积之增加，河川

基流量也会因此减少。都市地区涵养及滞蓄雨量功能因不透水区域增加而衰退，并因大量人口增加导

致用水量及排水量的增加，以及各种都市建设进行中所带來负面冲击等，都会对都市地区水文环境产

生不利之影响。因此需要人工设施渗透网管来帮助降水尽可能渗入至地表下，此手法即称为「人工辅

助入渗」。 

 

 

F-3. 防止地层下陷 

地层下陷最主要的原因为人们过度抽取地下水，产生地层下陷。 

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涵养地下水层，回补地下水, 防止地层下陷。 

渗透井保水系统为人工辅助入渗设施，帮助降水尽可能入渗至地下水层中。 

 

 



 

F-4. 减缓热岛效应 

渗透井保水系统收集地表及地层中饱和的雨水入渗涵养地下水层中是一种兼具减缓地表径流功能的基

地保水设计，以促进大地之水循环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调节微气候、缓和都市气候高温化现象，减

缓热岛效应。 

地表以下 70 公分的地层温度，大部份为长年平均温度，不随大气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使用常温地下温度，循环于渗透井保水系统内，调解地表温度，降低城市温度、控制温室温度、维持

道路温度…等。 

 

 

F-5.降低雨水下水道规模及减少污水厂处理量 

现代大都市人口集中，工商业繁荣，交通发达，因而在一大面积上铺了一不透水层，如房屋，道路等。

当大雨来临时，以前由土壤、草木吸收的雨水，现在都集中于排水沟了。这些大都市常常建立在平坦

的地区，除非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雨水就很不容易排离，因此造成都市淹水的现象。同时由于

下水道不够应用，这些雨水掺杂着未经处理的污水常直接排入附近的河道、湖泊，又产生了污染的问

题。这问题也发生在台湾的城市中。 

雨水造成污水处理厂很大的负担，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不但可减少污水处理场处理量，还可

以基地保水涵养地下水层。 

 

 

F-6. 水资源管理 

根据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到 2030 年， 47%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用水高度紧张的地

区，预计将有 2400 万到 7 亿人口会因为缺水而离乡背井。由此可知，水资源管理是全球每个人切身

的议题，住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经常发生水灾、旱灾的台湾，要如何做好水资源管理，确保水资源

的永续利用。渗透井保水系统提供最经济简单的方法。 

 

 

 



 

G. 渗透井保水系统应用 

G-1. 渗透井保水系统促进雨水下渗- ｢基地保水｣，｢涵养地下水层｣ 

1.基地保水性，促进雨水下渗，回补地下水。 

2.有效补充涵养地下水，恢复河川基流，改善环境生态条件，促进生物有机存活空间。 

3.调节地区微气候，缓和都市气候温暖化。 

4.缓解地面沉降、减少水涝和海水的倒灌。 

5.减缓都市洪水发生之机率。 

6.雨水循环再利用可节省珍贵水资源，降低水费，更能真正落实水资源有效利用之目标。 

7.占地面积和所需空间小，施工容易，投资成本低，效益高，并能减少排水道设施。 

 

 

G-2.屋顶雨水下渗排放 

1.雨水下渗，减少下水道负担，达到基地保水环境保护目的。 

2.生态工法施工，施工快速容易。 

3.保持土地完整性。 

4.提供土壤透气作用，植物生长建康、快速。 

5.渗透井保水系统烟囱效应循环地能稳定气候。 

6.雨水下渗，没有积水问题.蚊虫不滋生是防治登革热的最佳排水资材。 

7.建置成本低，只有一般传统水泥排水沟的 3/4~2/3 的价格。 

渗透井保水系统管取代水泥排水沟可节省成本。 

渗透井保水系统是防治登革热的最佳排水资材。 

 

 

 



 

G-3.行人步道雨水下渗排放 

步道砖及柏油沥青路面，雨水无法入渗地下是造成城市径流的主因，渗透井保水系统收集雨水迅速下

渗地下，施工及维护容易，建置成本低，是最佳步道基地保水系统。 

透水砖、透水柏油沥青材料及设置成本，高于渗透井保水系统，维护成本高，须用强力水柱清洗路面。

基地保水效率受透水砖. 及透水柏油沥青透水系数影响透水效率，且因灰尘及杂物阻塞透水孔，无法

清除. 而慢慢失去透水作用，因此有一定寿命。 

在步道砖中设置渗透井保水系统，不但可以解决不透水铺面的排水问题，还可以涵养地下水，一举数

得。因此渗透井保水系统是人行道基地保水及排水最佳资材。 

 

 

G-4.公路路基及中央分隔岛辅助基地保水系统 

公路路基和路面结构的破坏，很大程度是由于水的存在造成的。水是导致道路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好的道路排水能够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要维持公路足够的支撑能力，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就必须

有一个好的排水系统。拥有良好排水系统的现代公路的设计寿命比没有排水的公路要高出 2 到 3 倍。 

由于沥青路面内的水会导致沥青材料潮湿损害、模量减少以及抗拉伸强度降低。水分饱和会使沥青的

模量较干燥状态减少 30%或更多。密级配基层的渗透率低，到达路边缘的排水路径长，排水非常慢。 

渗透井保水系统快速排除路面积水及土壤中饱和的雨水，延长现代公路的使用寿命 2~3 倍 

 

 

G-5.工业区雨水渗透排放 

雨水与污水下水道分流是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大公共建设，工业区是高度污染区域，污水、雨水分流

系统非常重要，渗透井保水系统成本低，可直接埋设，不用级配、砂石、不织布等滤材，网管不阻塞，

生态工法施工，施工容易，可减少雨水进入污水排水道，减低污水处理厂的负担。 

渗透井保水系统可作为工业区雨水排放辅助系统，解决屋顶平台、绿化带及其它不透水铺面的降雨，

避免雨水造成污染扩散。 

在节能减碳及污染防治的要求，工业区渗透井保水系统的建置，是非常必要的。 

 

 

 



 

G-6. 学校雨水贮流基地保水系统 

「雨水贮留系统」是利用校舍屋顶平台做为集水面，将天然雨水导流进集水管路，经过滤、再生处理，

汇集到配水池，成为自来水之外的另一水源，主要供应校内卫厕、打扫及园艺浇灌用水。同时在校园

中庭还设置一个「雨扑满」，可清楚呈现雨水贮留过程，让小朋友了解到，「雨水贮留」就像我们用扑

满存钱一样，涓滴都可贵。但雨水贮流容器必定有一定的储水量，渗透井保水系统可接于雨水贮流容

器之后，让多余的雨水经过绿地(如操场、花圃)贮留入渗地表下，有效补充涵养地下水，改善环境生态

条件，也是教育的一部份。 

 

 

G-7. 高尔夫球场基地保水及雨水排放 

使用渗透井保水系统直接埋设，没有废土清运问题，排水系统不阻塞，节省施工成本及滤材费用，是

沙坑、球道、果岭基地保水最佳资材。 

渗透网管，埋设时透水层向下，使水流由下往上进入导水管，直接利用自然重力现象产生土水分离效

果，如此一来土壤颗粒因重力自然沉殿，不会阻塞排水层，网管也不会阻塞而失去排水作用。 

没有滤水层过滤材料阻碍基地保水现象，基地保水功能特佳。 

快速排除雨水、贮留渗透、涵养地下水层、促进草坪生长。 

 

 

G-8.地下排洪隧道网络系统建立 

现代大都市人口集中，工商业繁荣，交通发达，因而在一大面积上铺了一不透水层，如房屋，道路等。

当大雨来临时，以前由土壤、草木吸收的雨水，现在都集中于排水沟了。这些大都市常常建立在平坦

的地区，除非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这些雨水就很不容易排离，因此造成都市淹水的现象。同时由于

下水道不够应用，这些雨水掺杂着未经处理的污水常直接排入附近的河道、湖泊，又产生了污染的问

题。这问题也发生在台湾的城市中。 
 

基本构想 

台湾的城市。大雨来时，虽有排水道，却不易排出，因此常有积水现象。而且迫不得已将未经处理的污

水放入附近湖泊及河道。 

要解决这问题，可以将雨水与污水分开处理，以大容量的下水道将雨水排入附近的河道。然而由于人口

集中，巷道狭窄，土地取得不易，要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所费则比下面所提的新构想昂贵，而且

污染的问题并未能完全解决。 

因此提议设置渗透井基地保水网络系统的排洪方法形成地下雨水入渗隧道，用以排泄大量雨水，并将其

储存起于地下水层，等大雨过后，把这些雨水抽回使用，再放入自来水净水厂处理，解决自来水因大雨

造成的混浊不易处理状况。在干旱缺水期间也可使用地下水层的地下水，取水量需经过地下水观测井地

下水位决定，如此雨水循环再利用措施可节省珍贵自来水源，更能真正落实水资源有效利用之目标。 

 



 

 
 

地下排洪隧道网络系统设置成本和以后的维护费用低 

渗透井基地保水网络系统设在地面下 30 至 100 公分之间，主要优点是占地面积和所需空间小，保持建

筑基地的完整性，施工容易，没有用地取得问题，投资成本低，效益高，并可深入巷弄，使部份雨水下

渗，多余雨水再经渗透井保水系统排入下水道，解决了小区排水淹水困难的问题，并能减少排水道设施。 

渗透井保水系统，收集从屋顶或者其他地表的降雨。 

雨水循环再利用措施可节省珍贵水资源并降低水费，更能真正落实水资源有效利用之目标。 
 

地下排洪隧道网络系统经济效益高 

此项计划由于渗透井基地保水网络系统(地下排洪隧道) 施工容易快速，设置成本低，又没有土地取得问

题，系统不必相互连接，可单独小面积小区使用或大面积城市使用。并可解决雨水下水道容量不足产生

的排水淹水问题。 

解决大雨带来的地表径流(防洪) 。 

解决大雨带来的积水问题。 

有效补充涵养地下水，恢复河川基流，改善环境生态条件，促进生物有机存活空间。 

调节微气候、缓和都市气候高温化现象。 
 

地下排洪隧道网络系统规划 

初步调查包括水文调查及地质探测，水文调查即对历年来的雨量及其分布情形作一详细研究，以便决定

渗透井基地保水网络系统的规模。目前暂以统计频率百年一次的大雨为设计根据。 

由地质探测可得各种重要的地质数据，如建造地下排洪隧道的适当地点、土壤渗透滤、地下水位及影响

雨水下渗的各项因素，为解决下面各项问题的根本资料。 

一、降雨条件 

二、土壤种類 

三、池蓄时间 

四、地形与地质 

五、地下水位 

六、植生缓冲带 

七、土地使用计划与限制 

八、污染控制 
 

结论 

以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将一件新工程计划中所采取的步骤和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一描述。至于详细的

计划，及对各项问题的解决，则不在本文范围之内。然而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渗透井基地保水网络

系统计划实为一举数得，根本解决地区淹水及洪水的办法。 

渗透井保水系统设施成本低，不需相互连结，政府考虑雨水排水道设施时，应以渗透井保水系统为主，

雨水排水道为辅，不但可节省大量建设经费，又可达到基地保水，雨水循环再利用，可节省珍贵水资源

并降低水费，更能真正落实水资源有效利用之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