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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大縣彰化縣的用水問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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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正面臨 52 年來降雨量最少的一年，

不少地區必須實施限水，農業稻作更是

首當其衝。彰化縣有 4 萬 8,000 多公頃稻田，

以往彰化農業用水每天獲供應的水量約 354

萬公噸，目前因限水之故僅有 103 公噸，足足

減少了約 7 成的供水量。中央研究院於「台

灣乾旱研究：變遷、水資源衝擊、風險認知與

溝通計畫」中表示，未來台灣乾季降雨將減少，

乾日也將增加。因此，中央及地方須對水資源

調適作出積極應對。 

彰化縣目前水源供需情形 

彰化縣自有水源較少，約莫為 28 萬噸，

且以地下水為主，因此目前工業及民生用水

是由縣外水庫供給，農業用水則是以河川重

力為主。由於彰化縣屬於彰雲投調度區（彰化

縣、南投縣及雲林縣），主要水源為烏溪及濁

水溪。然而烏溪上目前尚無運行之水源設施，

因此目前彰化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每日由石

岡壩（台中）供給 8 萬噸、湖山水庫（雲林）

供給 5 萬噸、地下水（縣內）供給 26.6 萬噸。

這也使彰化縣內用水有南北之別：北彰化地

區（彰化市、和美鎮、鹿港鎮）用水由台中石

岡壩供應，在此次大旱中受到「供五停二」限

水政策影響；南彰化地區（員林、溪湖、田中、

北斗、二林）則是由雲林湖山水庫供水，且主

要使用地下水，目前暫不需實施限水。 

除了民生、工業用水仰賴外縣市調度，今

年彰化縣境內的農業用水亦面臨水源不足的

危機。彰化縣現行灌區之灌溉水源有：（1）烏

溪及濁水溪天然河川流量；（2）地面水：係利

用排水渠道攔截抽水或迴歸水利用；（3）地下

水：透過開鑿深、淺井抽取地下水使用。受現

今旱象影響，濁水溪上游水源減少，雖未列入

休耕停灌區，藉由施八堡一、二圳及莿子埤圳

用水調節勉強度過插秧期，然而至開花、結穗

皆須取水灌溉，仍需設法穩定水源供應。 

彰化縣水源開發相關工程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正於南投進行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計畫，引取烏溪水源供給人工湖

調蓄運用，預計未來可以供彰化縣每日 2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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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的地面水量，有助於減少地下水抽取，減緩

地層下陷。雲林及彰化地區由於地下水超抽

情況嚴重，不只造成縣境內部分地區易淹水

致災外，亦可能危及高鐵行車安全。在不影響

民生及農業用水需求的前提下，必須有替代

水源來補足地下水減抽後的缺口。因此，烏溪

鳥嘴潭人工湖計畫有助於確保彰化用水供應

無虞，也會對地層下陷有莫大改善。 

另外，水利署在前瞻計劃裡亦規畫進行

伏流水工程。台灣年平均降雨量約 2500 毫米，

約為世界平均降雨量之 2.6 倍，然而因降雨季

節分布不均，天然地形陡峭、河川短而流速快，

降雨量匯入河川後大多直接奔流入海，學界

推估台灣一年未蓄存、直接流入海裡的地下

水（含伏流水）至少四十億噸，遠超過全台水

庫總儲水量二十億噸。 

伏流水與地下水並不相同。台灣河床的

地質基本是由透水性強的礫石組成含水層，

在此之下大概 5 到 20 米公尺深度，由黏土組

成阻水層。降雨後，雨水會先滲透至含水層裡，

等到含水層蓄滿以後才會浮出，以地面水的

方式流動。所以在豐水期時，除了河床上的地

面水，河床底下也有水流動。因有時有洞穴或

是水流的快速通道，這些不飽和層的水流速

度比起地下水的流動更快速，雖位於地面下，

行為卻如地面水，稱為伏流水，為流動或儲存

於河道下方砂礫石層中的水源，且伏流水經

過多層礫石過濾，其水質比地面水還要乾淨。

相較於興建水庫之困難，伏流水工程更顯經

濟實惠。多元利用現有集水設施，例如：將伏

流水作為常態使用，搭配水庫供水功能，亦能

有效緩解缺水困境。目前伏流水工程已在高

雄完成竹寮、興田、溪埔及大泉伏流水設施，

每日能為高雄提供約 50 萬噸的用水。因此，

我們期待相關主管單位在彰化縣亦可借鏡高

雄經驗，將伏流水作為永久水源運用。目前彰

化縣內的伏流水工程多在北彰地區進行，我

們希望未來在濁水溪沿岸亦能增設伏流水相

關工程，以供應南彰化用水需求，從而減少從

雲林水庫調水及地下水抽取。 

「回歸水利用」、「精準配水」為解決農業缺水

之良方 

在短期內，「回歸水利用」及「精準配水」

可以有效幫助緩解農業用水的短缺。首先，灌

溉用水因水田的滲漏或多餘水量的排出，會

自然產生回歸水；而下游農田再從河川或排

水渠道引水灌溉，就形成回歸水的重複利用。

若能將回歸水納入調蓄、調配，便能達到水資

源再利用。另外，因水渠中設有許多閘門控制，

如果每一閘道，在該區已有足夠用水後就將

水流引至下一閘門（下游），即能減少農業用

水的浪費。如果主管單位未來能朝「精準配水」

的方向努力，精確配送每一田區用水供應，就

能讓灌區內每塊農田都能獲得足夠的水源供



 

                                                            指南新政 電子報雙周刊 第 32 期 2021.09.22  3 

應。這樣的做法可幫助緩解當前水情困境，持

續採用「回歸水利用」及「精準配水」，甚或

採用滴灌等農業節水相關技術，亦是應對長

期氣候變遷的有效調適策略。 

結語 

臺灣是一農工並行發展之國家，工業用

水量亦相當可觀，提高工業回收水處理再利

用量能及效率，盤點地下設施建築場址抽除

地下水可轉供民生或工業用水量，這些做法

都是可行且有效的水資源管理策略。這些對

策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制定管理規章，且須相

關單位配合實際督行以達目標成效。 

過去我們一直忽略了水資源管理的重要

性，而今氣候變遷已成為我們必須面對、且要

長期調適的議題。加強實行「精準配水」以及

「回歸水利用」，是節省農業用水的有效良方。

工業提升用水效率及回收再利用率，以及雨

水再利用，亦都是有效的水資源開源節流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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