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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苗栗縣大湖鄉之擴大灌溉服務推動計畫 

摘要 

為配合農田水利署擴大灌溉服務政策的推動，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辦理

「111 年度苗栗縣大湖鄉之擴大灌溉服務推動計畫」，期能透過整體的盤查，確

實瞭解各區的需求與現況，進而擬定分年分期的推動計畫。同時，也針對重點

發展區域進行整體規劃，並針對特定有急迫改善需求的區域進行工程的規劃設

計，藉以逐步推動且落實擴大灌溉服務的相關政策，達到嘉惠更多農民的目標。 

緣上述，本計畫首先透過大湖鄉灌溉需求說明會的辦理、蒐集農民需求，

並依農地規模、潛在可用水源等條件排定推動優先順序，藉此擬定分年分期具

體可行之灌溉服務方案；再者，設置智慧灌溉的示範區域進行系統建置、試驗

分析以及效益評估；其後，以前述整體規劃成果為基礎，擇定特定區域進行工

程的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最後，以前述成果為基礎，進行示範場域的實作與

宣導推廣。目前計畫執行至期中階段，茲將計畫的執行流程及階段性成果等，

摘要展述如下： 

一、 大湖鄉優先推動區擴大灌溉服務需求整體盤查規劃 

(一) 在計畫範圍內的相關基礎資料盤查方面，透過氣象、水文、地形、地質、

河川水系、土地權屬、使用分區、國土功能分區等之圖資彙整，瞭解區域

內的概況，提供後續工程方案規劃、法規、用地問題評析等之重要參考，

相關圖資彙整與套疊分析成果，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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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相關圖資套疊分析 

(二) 延續前述基礎資料蒐集評析、各村的需求訪談及現地勘查等成果，考量各

村之農地規模、作物產值、集中性、農民需求、用地問題等，以各村之可

供糧食生產土地、主要作物、水源、灌溉現況進行探討。首先以各村的農

地面積而言，以義和村(282.4 公頃)、富興村(157.4 公頃)、東興村(249.2 公

頃)的可供糧食生產土地面積較大且較為集中，同時也以種植草莓為主。根

據調查與訪談成果可知，該些地區的水源充足且灌溉需求高。其中，又以

義和村具地方共識且配合意願高，透過現地勘查與訪談亦可了解到地方普

遍對於區域內的擴大灌溉服務模式與改善方案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土地問

題也得到農民的承諾。建議優先以義和村進行整體規劃及改善工程設計。

若其他村里具備修繕急迫性，亦考量納入工程設計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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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農重點區域作物分佈 

(三) 為掌握潛在可用水源所在以及水源供給量，透過重點區域內之潛在水源進

行盤點與評估，包含區域排水設施、埤塘設施、蓄水設施、潛在水源供給

量評估，提供後續灌溉系統方案研擬的重要依據。其中，大湖鄉義和村主

要以苗 55 縣道及台三線貫穿南北向，該區地表水源為後龍溪上游支流南

湖溪，而南湖溪依地勢條件又可細分為兩條支流，分別緊鄰台 3 線以及苗

55 縣道之南湖溪主流，沿溪流附近之居民多從事農業為主，轄內有許多草

莓觀光農場、梨園、柑橘園等結合休閒與農業的產業。依據兩條主要南湖

溪支流之集水分區，大致可分為台三線左右兩側的子集水區(S1~S6)，其對

應在地地名而言，分別為 S1(九芎坪)、S2(大吊樑、下吊樑、和興)、S3(民

和)、S4(壢底寮)、S5(四份)、S6(竹桐坑、南湖溪沿線)；而苗 55 縣道左右

兩側的子集水區(S7~S13)，其對應在地地名分別為 S7(義寮道)、S8(小邦)、

S9(蔗部坪、淋漓坪、石屋)、S10(大邦、上湖、下湖)、S11(樹殼寮、武樂)、

S12(坑尾、武榮)與 S13(水流東)等。除了南湖溪支流之地表水源外，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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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塘可作為鄰近農地灌溉及遊憩休閒使用，例如位於淋漓坪聚落之大埤潭

與小埤潭等。緣此為將潛在水源納入後續方案的評析，茲針對前述優先推

動之義和村內各集水分區(台 3 線 S1~S6 與苗 55 縣道 S7~S9)進行調查工

作；而有關 S10~S13 多位於義和村區域外，則不納入此次的調查範疇。 

 

 

圖 3 大湖鄉義和村集水分區 

(四) 在重點區域(義和村)內農地現況的部分，透過現地調查、圖資的套疊分析，

其主要作物為草莓、作物分佈如圖 4、作物面積彙整如表 1 所示。其中，

為了解地方灌溉需求，透過現地勘查與訪談瞭解既有條件與用水需求。其

中，義和村的主要作物為草莓，於休耕期間也會種植番茄等雜作。然而，

義和村並非屬於農田水利事業區域，過去水梯田之舊有渠道大多已不復存

在，目前多自南湖溪沿線抽水引灌，但目前的農地多無坡地排水設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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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農民提出期望設置坡地排水整理工並將管路附掛於上，達到兼具農地灌

溉以及坡地排水之目的。此外，在地農民亦反映，當地的水源頗為充足，

近年來僅有今年初遇到 5、6 年一度的乾旱事件，才較有缺水的情形。然

而，部分農地距水源較遠，通常皆是自溪流抽水後，儲存至高處的水塔後

再重力供灌。在此種情形下，蓄水空間不足，是當地遇到較難以解決的問

題。一般而言，不論是水土保持局或農田水利署對於蓄水塔的補助，皆有

對應面積、容量及年限的限制，現有規定無法完全滿足農民所需，也希望

能透過大型公共蓄水池、埤塘等的設置，或是補助申請的法規面突破，藉

以解決區域內的灌溉用水蓄存的問題。 

 

圖 4 重點區域作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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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點區域作物面積一覽 

耕作類型 作物別 
集水分區 

小計 

(公頃) 
台 3 線東西側(S1~S6) 

(公頃) 
苗 55 東西側(S7~S9) 

(公頃) 
短期作物 草莓 32.46 39.54 72.00 

長期作物 

梨 21.54 4.90 26.44 

柿 1.06 1.19 2.25 
桃李梅 3.86 3.18 7.04 
柑果類 20.26 6.20 26.46 

未耕作土地 未耕地 85.27 62.96 148.23 
實際耕作面積 79.17 55.03 134.20 

可供糧食生產土地 164.45 117.99 282.44 

註：實際耕作面積僅計算耕作中土地，不含林地、未耕地(含整地完成未種植作物之土地)。 

 

(五) 透過潛在可用水源之調查與評估，以南湖溪的水源量與農地面積需求水量

進行供需分析，詳如圖 5 及圖 6。根據作物調查，計畫範圍內種植草莓、

柑果、梨子等。其中又以草莓占比最多，而草莓需水時期主要落在 9 月上

旬至隔年三月下旬之間，即 25 旬~9 旬之間，其他時期則用水量較少。因

此，水源供給與灌溉需求評估以草莓產季為主。從分析成果可知，台 3 線

東西側(S1~S6 集水區)、苗 55 東西側(集水區 S7~S9)於 Q75 的潛在水源供

給量分別介於 0.05~0.26cms 及 0.13~0.71cms 之間；而以合理農業灌溉用水

量的計算成果而言，兩區域的現況需求水量，包含集水區內上游的農地，

總計用水量分別介於 0.08~0.11cms 及 0.11~0.15cms。由此可知各系統之水

源量仍有餘裕，符合現地實際的用水情形。因此，後續灌溉需水量將以合

理灌溉用水量為主，進行擴大灌溉服務範圍之評估，且復耕情境採用既有

農地面積比例進行需求水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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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供需分析-台 3 線東西側(集水區 S1~S6) 

 

圖 6 供需分析-苗 55 縣道東西側(集水區 S7~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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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為使計畫區之農民了解擴大灌溉服務推動之政策與方案構想，本計畫工作

項目預計辦理 1 場次的農民需求座談會、2 場次的設計說明會、1 場次的

環境友善公民參與活動以及 1 場次的規劃說明會，規劃地方政府相關單位、

村長與當地農民共同參與，藉此蒐集各方意見及意見領袖的想法。其中，

農民需求座談會已於 111 年 3 月 29 日辦理，旨在向各村長說明今年度擴

大灌溉服務推動之方向，並蒐集在地意見；並於 111 年 3 月 29 日針對較

具急迫性之工程點位設計成果辦理第 1 場次的設計說明會；而 1 場次的環

境友善公民參與活動以及第 2 場次的設計說明會已於 111 年 7 月 7 日辦

理，主要說明今年度在大寮村雅悠圳進行之工程設計以及涉及生態議題之

友善措施。後續待大湖鄉重點區域系統性工程規劃方案擬定後，使其具備

後續推動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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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鄉公所胡鄉長娘妹說明 村長意見回饋及建議 

  
黃執行長建霖擴大灌溉服務說明 村民意見回饋及建議 

  
農田水利署涂正工程司鏡松政策說明 李代表見德致詞與說明 

圖 7 地方說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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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灌溉示範區之篩選評估 

透過智慧灌溉資料與案例之蒐集與評析，彙整智慧灌溉相關機制、國內外案

例與作物特性等基礎資料，完成智慧灌溉示範區的試驗規劃。其中，可區分

為兩個組別，分別為智慧灌溉組、慣行灌溉組；而智慧灌溉組將結合作物特

性、環境因子、農民建議以及節水目標逐步調整電磁閥之自動灌溉啟閉標準；

慣行灌溉組由農民依照經驗手動遠端操控電磁閥灌溉，兩組皆採用滴灌方式

灌溉，並於 10 月~隔年 2 月，針對草莓之產量與品質進行調查，並由節水效

率、作物生產以及設備成本等面向來評估智慧灌溉之實施效益，以作為後續

推廣或系統優化之參考依據。有關試驗位置、規劃及配置等，詳如表 2 所示。 

 
 

表 2 示範區域及設備架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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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既有蓄水塔 P1-氣象站 P2-加壓馬達 

   
P3-控制箱 P3-控制閥 P3-流量計 

   
P4、P5-土壤感測器 灌型農法區 智慧灌溉區 

  

遠端電磁閥 

手動控制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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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湖鄉優先推動區域之基本及細部設計 

本案以義和村為主進行改善工程設計，而其他村里亦具備修繕急迫性，亦納

入本次工程設計考量區位。透過座談會及說明會之辦理，優先針對 10 處待

改善區位進行設計，而考量後續施工期程議題，將 11 處工區依區位分成北

區 5 個工區、南區 5 個工區以及雅悠圳圳路改善工程等 3 標進行基本設計及

細部設計，目前已完成工程書圖審查及發包作業。相關辦理期程與工程分布

位置如下圖所示。 

 

圖 8 工程設計相關工作之辦理期程 

 

 

圖 9 辦理工程之基本資訊與位置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