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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令頒「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

下水道逕流量標準」，基地使用人應依「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九條規定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規範包括新建、改建、增建及其他經水

利處認定之開發行為應設置前述設施，並訂定其最小保水量與最大排放

量，以降低因基地開發增加的逕流尖峰流量，有效率地達成總合治水目標。 

臺北市政府於民國 106 年 07 月 27 日頒佈「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設計參考手冊」(北市工授水字第 10630225300 號函)至今已逾四年，其中

歷經相關法規修訂及標準增訂，爰此編定「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

參考手冊」二版為設計依據，以符合新增及修訂之法規及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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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源依據 

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置依據： 

(一)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 

(二)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三) 北市工授水字第 10630225300 號函 

 民國 106 年 7 月 27 日，本市建築執照適用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

水道逕流量標準案件之適用面積範圍及計算表格、設計參考手冊

等事宜。 

(四) 府授工水字第 1076020702 號函。 

 民國 107 年 9 月 5 日，臺北市所屬各機關公共設施用地開發涉及

公園、綠地或廣場部分，比照「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

逕流量標準」。 

(五) 府授工水字第 1086072582 號函。 

 民國 108 年 12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所屬之各機關學校之公共設

施用地開發行為提高最小保水量。 

三、目的 

為達到基地開發減洪與滯洪，基地使用人應設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以

控制基地向外排放雨水逕流，該設施需符合所訂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

準，以發揮雨水流出抑制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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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語定義 

本手冊用語定義如下： 

(一)  最小貯集滯洪量： 

1. 基地開發應貯集或滲透之最小雨水總體積，以基地面積每平方

公尺應貯集 0.078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2. 臺北市政府所屬之各機關學校之公共設施用地開發行為，以基

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109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

準(臺北市政府 108.12.20 府授工水字第 1086072582 號函)。

 所屬各機關學校之各類型公共設施用地開發行為適用規定，說

明如下： 

(1). 公共設施用地中屬河道、港埠用地、上下水道及供車行使

用之道路等四種用地，因開發行為性質屬防洪排水、築港、

便利水運、給水、交通用途，有承受載重需求，考量其設

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確有其困難，爰列入排除適用範圍。 

(2). 道路用地範圍： 

A. 人行道部分應符合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留 0.02 立

方公尺之雨水體積之最小保水量。 

B. 考量道路用地內車行部分之路面至人行道路緣石間可

短暫作為雨水地表逕流滯洪排洪之用，爰人行道部分得

免限制排放量。 

C. 車行範圍原則免施設保水設施，惟為增加道路雨水之貯

留，於本市新興開發區或重劃區，例如北投士林科技園

區，得視個案需求於公園或廣場周邊側溝、集水井、路

緣石等道路附屬設施增加滲透設施，增加道路雨水入滲



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 

          4 

至土壤之機會。 

(3). 非屬上述兩類之公共設施用地開發行為者，最小保水量

體：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留 0.109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

積。 

(二) 最大排放量： 

基地開發每秒鐘得允許排放之最大雨水體積，以基地面積每平方

公尺每秒鐘允許排放 0.0000173 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

準。 

(三)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控制雨水逕流量入流至貯集滯洪池及排放雨水逕流量至基地外

之相關設施，說明如下： 

1. 入流系統：進水管、入流口、入流處攔污柵、進水管電磁閥。 

2. 排放系統：放流管(口)、排放出口、溢流堰(口、管)、抽水井

及低流量排放管(口)。 

3. 貯留系統：貯集滯洪池、聯通管(口)。 

4. 機電系統：控制電箱、抽水機、防震接頭、逆止閥。 

5. 其他未盡描述屬上述各系統之設施。 

(四) 基地開發面積： 

基地開發面積基準說明詳下表 4-1。 

表 4-1 基地開發面積基準表 

開發行為別 基地開發面積計算基準(m2) 

新建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之面

積 

增加原建築第一層樓 
地板面積 以實際增建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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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宗基地內增建 
(單一宗基地新增建物) 以實際增建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計算 

改建 以實際改建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計算 

註： 表列增加原建築第一層樓地板面積及改建面積為建管處認定之一層

建築面積(不含騎樓)，此面積可參照建造執照內建築物概要表。 

 實際增建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說明： 

以某學校新建某校舍為案例，假設本次新建校舍面積為 NA1 

= 6103m2，法定建蔽率為 R1 = 50%。 

基地開發面積為：A1 = NA1 / R1 = 12206 m2 

(五) 停機水位： 

為避免低於抽水機設備本身持續運轉最低水位易使抽水機空轉

燒壞，停機水位需高於抽水機設備本身持續運轉最低水位。 

(六) 起抽水位： 

抽水機持續運轉 15 分鐘以上之設計水位。 

(七) 貯集滯洪池有效水深： 

起抽水位至貯集滯洪池設計最高水位。 

五、適用範圍 

依據「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基地開發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基地使用人應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一)  建築物新建行為。  

(二)  建築物改建行為。 

(三)  增加建築物第一層樓地板面積之行為。 

(四)  其他經水利處認定之開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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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開發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基地使用人得免設置雨水流出

抑制設施： 

(一)  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定水土保持計畫之山

坡地建築開發案件，並規劃、設置滯洪沉砂池。 

(二)  基地開發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 

(三)  其他經水利處認定不影響雨水下水道排放量。 

六、設計要點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之設計要點以發揮雨水流出抑制之最大效果及後

續風險、維護管理成本最小為主要設計考量。相關設計要點及規範事項如

下： 

(一)  優先採用全重力式排放： 

優先採地面全重力式排放，地面形式有困難宜輔以屋頂滯洪、雨

花園(貯留滲透)、廣場貯留(現地貯留)等排放方式，以達到全重

力式排放之規劃。 

(二)  先入重力式再入機械式貯集滯洪池： 

應以基地內集水區皆有重力式排放方向進行設計，雨水逕流先進

入重力式排放貯集滯洪池後達一定量體才溢流至機械式排放貯

集滯洪池，並需檢討於貯集滯洪池達設計高水位且無持續入流之

條件下，設計之抽水量能於 4 小時內排空最小貯集滯洪量。 

(三) 獨立基地內集水區機械式排放： 

無法採全重力排放之貯集滯洪池，應設置常時可重力排放之低逕

流排放管(口)。與低逕流排放口相通設施處若同時設有進入滯洪

池之入流管，需檢核基地外部聯外水路逕流於 5 年水位條件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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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會倒灌進入滯洪池，並設置必要之舌閥或閘閥。 

(四) 總量管制原則： 

基地內之雨水逕流皆須導入流出抑制設施調節；若經檢討確實無

法導入不得已逕自外排者，以總量管制檢討。因逕自外排量過大

時會使扣除逕自外排後之排(或抽排)放量過小，致滯洪功能時效

受限，故檢討總量管制量體以設計之排(或抽排)放量能於 4 小時

內排空最小貯集滯洪量為原則，惟其貯集滯洪量仍須算入且合併

總排放量須低於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五) 都市更新單元分擔基地外之雨水逕流量檢核原則： 

都市更新單元分擔基地外之雨水逕流量為自行選擇是否分擔，若

有則需依以下原則檢核：  

1. 各更新單元基地內設置之雨水貯集滲透槽與接收基地外之雨

水貯集滲透槽，若底部高程相同，原則上應可互通，以發揮最

大效益。  

2. 建議各更新單元設置雨水截留進水管位置應以鄰接街廓側溝

之下游端為優先考量。 

3. 為於暴雨期間發揮功效，所設置之雨水截留進水管之總流量，

應能符合在 1.5 小時以下即能將貯留空間貯滿。 

4. 各更新單元設置雨水截留進水管尺寸，管涵最小尺寸不得小於

4 英吋、箱涵最小尺寸不得小於 10cm × 10cm。 

5. 各更新單元設置雨水截留進水管高度應距溝蓋下緣至少

20cm，且各進水口間距至少間隔 1m，以確保側溝結構安全。 

6. 於側溝截流處應設置集水井，以利收集側溝雨水逕流。 

7. 更新單元基地內各項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之排放量總和，應符合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規定之允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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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放量 0.0000173m3/s/m2為基準。 

8. 比照「臺北市市區排水審查」規定檢附相關縱、橫剖面圖及相

關資料供水利處辦理檢核事宜。 

(六) 公園新闢及整建等工程增設流出抑制設施設置 

1. 最小貯集滯洪量：基地開發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 0.109 立方

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2. 容許最大排放量：基地開發面積每平方公尺每秒鐘允許排放

0.0000173 立方公尺之雨水逕流量為計算基準。 

3. 開發面積：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之面積。 

4. 流出抑制設施得參考「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

冊」辦理。 

5. 公園基地保水案因基地切割分散處理原則應檢討基地集水分

區之基地條件，視其上下游關係或是各自獨立之，以總量管制

方式檢討，不受限於每分割區皆須設置流出抑制設施，在滿足

法規要求下達到最佳設計。 

(七) 貯集滯洪量體獎勵： 

考量保水對水循環及微氣候均具調節功能，因此有必要鼓勵設

置，但量不宜過大，否則將減損防洪功能。綠建築相關保水設施

之量體，得納入貯集滯洪量一併檢討，但其納入量以所需貯集滯

洪量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八) 抽水機排入至公共排水溝(井)原則： 

抽水機抽出後應先排入消能設施，不得直接抽排進入公共排水

溝；若基地條件受限，於流速小於 3m/sec 且 45 度角向排水設施

下游排放者，或設計方式經審查機關同意者，方能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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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基地內水路處理原則： 

1. 基地內非屬公家機關設施或列管之水路廢除、改道應由承辦技

師在報告中溯源及調查詳細說明及處理原則，調查資料應繪製

於報告中排水系統現況調查圖，由業主與承辦技師自行負責，

無須向臺北市政府水利處提出申請。 

2. 基地內屬公家機關設施或列管之水路廢除、改道則依「臺北市

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向臺北市政府水利處提出單獨或併案申

請。 

(十) 越區排水處理原則： 

1. 以不變更雨水下水道排水分區為原則。 

2. 改變雨水下水道排水分區，應於計畫書內容，包含集水區劃設

及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評估等章節中，提出計算說明前述行為

不影響匯入下水道之通洪能力。 

3. 若開發基地跨越兩個以上之排水次集水區域，需改變原有次集

水區範圍者但仍屬同一集水區範圍，應對次集水分區逕流量重

新檢核及檢討溝渠之通洪能力。 

(十一)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聯合操作處理原則： 

1.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兩者要求前者為常滿、後者

為常空，故宜以能各自獨立操作共用或先入雨水、中水回收

池再由其設計之高水位溢流至貯集滯洪池發揮其各自功效。 

2. 先入雨水、中水回收池再流入雨水貯集滯洪池之溢流管(口)

必須高於貯集滯洪池有效水深設計高程，以達到雨水貯集滯

洪之設計量體不受雨水、中水回收池之影響。 

3. 雨水、中水回收池溢流至貯集滯洪池之溢流設施視為雨水流

出抑制設施，需檢討入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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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流出抑制設施與基地機電落水管及抽水機管路關係設計原則： 

1. 落水管設計屬建築水電規劃，基地集水區之劃設需配合基地

建築排水昇位及平面圖確實劃分。 

2. 流出抑制設施中抽水機、出流管材質、尺寸需確實與昇位圖

中機電設計之相關一致，以免未來施做時機電以機電圖說施

做造成錯誤。 

3. 落水管直接進入雨水貯集滯洪池，其管路視為流出抑制設施

之進水管，應設置入流控制設備或檢核其入流量小於設計抽

水排放量以避免造成溢淹。 

(十三) 採機械抽排者，為避免機組故障影響設施之安全，應設有備用

機組及必要之溢流設施。抽水井設置須考慮抽水機運轉時產生

亂流引起之水面旋流、渦流、孔蝕現象及震動，依據營建署「雨

水下水道設計指南」，抽水機抽水井規定如下圖 6-1，另需確保

抽水機浸没水深足夠。 

 
圖 6-1 抽水井配置尺寸示意圖 

 

> 1.5D

D D

> 3.0D > 1.5D

吸入中心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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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採抽水機方式操作者，進水管設電動(磁)閥等水位感應控制閥

件應設置於與進水管入口端高程差小於 3m 處，避免關閉時水

錘現象爆管，並須於停電時可手動關閉機制。 

(十五) 機械抽排設計需檢討進、出水管設置位置之妥適性，不得影響

建築結構安全及其他設施功能。 

(十六) 流出抑制設施型式應考量日後使用人之維護管理及使用便利

性。基地使用人依據「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

對設置之相關流出抑制設施應負維護責任，市政府日後得對已

完工設施定期查核及輔導。 

七、設計基準 

公、私系統及其銜接適用相關法規： 

(一) 「下水道法」： 

第 2 條： 用戶排水設備：指下水道用戶因接用下水道以排洩下水

所設之管渠及有關設備。 

第 22 條： 1. 用戶排水設備須經下水道機構檢驗合格，始得聯接

於下水道。其檢驗不合格者，下水道機構應限期責

令改善。 

2. 用戶排水設備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 15 條： 下水道完成地區申請建築時，應先檢附用戶排水設備

圖說、配置圖、排水口地點等資料申請下水道機構核

准；用戶排水設備完工後，須經下水道機構檢驗合格，

始得聯接於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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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第 1 條：本標準依下水道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 

(四)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第 8 條： 設置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應檢附規劃圖說、設計

圖說等資料，向水利處申請核准後，始得施工…。 

第 9 條： 基地開發時，基地使用人應依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

準，排放雨水逕流。 

基地使用人對依第一項規定而設置之相關流出抑制設

施應負維護責任。 

(五) 「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 

第 1 條：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本處)為辦理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雨水下水道設施以符合本市降

雨保護標準，特訂定本規範。 

依據上述法規，本手冊設計原則採用之法規依據如下圖 7-1 所示。 

 
圖 7-1 手冊設計原則採用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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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抑制設施設計除基地內設施配置外，亦須考量基地周邊高程及既

有排水設施現況做出適當及符合效益之設計，在符合周邊條件及建築配置

下應以重力排放方式為優先考量，設計流程如圖 7-2： 

 

圖 7-2 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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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水文分析 

依據「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規定，集水面積小

於 100 公頃之計畫逕流量可採用合理化公式估算，合理化公式如下： 

Q = 1
360

CIA 

式中： Q 為尖峰逕流量(cms)。 

C 為逕流係數，詳 7.2 節。 

I 為降雨強度(mm/hr)，詳 7.3 節。 

A 為集水區面積(ha)，依建築落水管位置及漫地流範圍劃

設。 

依據「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規定，各項設施之

設計重現期規定如表 7-1。 

表 7-1 各設施重現期參考表 
區分 重現期 

平原地區排水系統 五年 

山坡地社區開發水系統 十年 

雨水調節池 二十年調節至五年 

抽水站外水位 十年 

資料來源：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99年6月10日) 

平原地區排水系統為 5 年重現期，以計畫逕流量設計之雨水管渠

(涵)，其計畫逕流量得依排水區域酌增 10%至 20%之餘裕量。設置流

出抑制設施由二十年調節至五年，即 Q20。 

7.2 逕流係數 

依據「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及「市區道路及附

屬工程設計規範」逕流係數表彙整如表 7-2，如無特殊情況採中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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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基地開發面積基準表 

使用分區 
逕流係數 

範圍值 中值 

商業區 0.70-0.93 0.83 

混凝土及瀝青路面 0.85～0.95 0.90 

車行地下道 0.70-0.93 0.83 

混合住宅區 0.66-0.89 0.79 

工業區 0.56-0.78 0.67 

機關學校 0.50-0.72 0.61 

公園、綠地 0.46-0.67 0.56 

機場 0.42-0.62 0.52 

農業區 0.30-0.50 0.38 

山區(平原) 0.55-0.75 0.60 

山區(陡坡) 0.75~0.90 0.83 

7.3 設計降雨強度 

依據「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規定，各重現期降

雨強度參考公式依規定如表 7-3。 

表 7-3 各重現期降雨強度參考公式 

降雨類別 
重現期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暴雨 8606/(t+49.14) 346.3/t 0.330 363.7/t 0.337 

颱風雨 4867/(t+48.3) 6649/(t+55.4) 227/t 0.394 

表列 t 為起始集流時間(min)。 
資料來源：「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99年6月10日) 

流出抑制之申請為配合建築基地開發協助滯洪之設施，建築基地

開發面積有限，故集流時間考量其合理性，建議以 5 分鐘為採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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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排水設施重力流水理計算 

排水設施水理計算採曼寧公式計算，曼寧公式如下： 

V = 
1
n

R2/3S1/2 

式中：V 為流速(m/sec)。 

R 為水力半徑(m) = A/P，A 為通水面積(m2)，P 為濕周(m)。 

S 為水力坡降(或排水溝坡度)。 

n 為粗糙係數，其中 n 值參考表 7-4。 

表 7-4 n 值參考表 

管渠類別 粗糙係數n值 

鋼筋混凝土管D＞60 公分 0.013 

鋼筋混凝土管D≦60 公分 0.015 

矩型箱涵 0.015 

梯型RC明溝 0.015 

梯型漿砌卵石明溝 0.025 

U型側溝 0.016 

資料來源：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內政部營建署109年9月) 

基地內水理計算檢討需依據「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之相關

規定檢核如下： 

(一) 雨水管渠採用 U 型渠或 LU 型渠，依計畫逕流量設計其斷面；

採用圓型管者，其設計規定如下表 7-5。 

表 7-5 圓型雨水管渠管徑設置標準 
排水面積 

(平方公尺) 六百以下 六百零一至一千 

雨水管渠管徑 
(毫公尺) 一百五十以上 二百以上 

表中雨水管渠排水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者，應依排水區域之計畫逕流量計算管徑；

管渠非圓形者，以相當斷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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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雨水管渠之流速採計畫逕流量核計時，應符合下列各款之一

(符合其中一項)： 

1. 最小流速每秒零點八公尺，最大流速每秒三點零公尺。 

2. 埋設坡度百分之ㄧ以上。 

依前述章節，計畫逕流量建議增 20%之餘裕量，即 1.2 Q5；設置

流出抑制設施由二十年調節至五年，即 Q20。 

臺北市 1.2 I5
5 及 I5

20降雨強度分別為： 

1.2 I5
5 = 1.2×158.96 = 190.75 mm/hr 

I5
20 = 211.44 mm/hr 

臺北市建築基地蒐集系統(含排水溝、暗溝、管涵及聯外水路等)，

原則採用基地開發後 20 年重現期不溢堤設計標準計算(不受出水高之

限制)。 

基地外排水依「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採 Q5 並

依計畫逕流量建議增 20%之餘裕量，即 1.2 Q5檢核。 

7.5 排水設施壓力流水理計算 

7.5.1 進水管計算 

依據 Bernoulli equation，進水管管流計算可採下列公式計

算，公式如下： 

P1γ +Z1+
V1

 2

2g
 = 

P2γ +Z2+
V2

 2

2g
+HL 

式中：
Pγ 為壓力水頭(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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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為位置水頭(m)。 

V 為流速(m/sec)。 

HL為水頭損失(m)= Hl＋Hl
 '。 

Hl為主要摩擦水頭損失(m)。 

Hl
 '為次要配件水頭損失(m)。 

g 為重力加速度(m/sec²)。 

主要摩擦水頭損失以 Darcy-Weisbach equation 計算： 

Hl = λ × L
D

 × V 2
2g

 

式中： Hl為主要摩擦水頭損失(m)。 

λ為摩擦損失係數。 

L 為直管長度(m)。 

V 為平均流速(m/sec)。 

D 為管內徑(m)。 

g 為重力加速度(m/sec²)。 

摩擦損失係數(歐陽嶠暉)： 

 λ =  0.02 + 1
2000×D

 

次要配件水頭損失： 

Hl
 ' = K ×  V 2

2g
 

式中：Hl
 '為次要配件水頭損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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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為次要損失係數，入口損失係數 K=0.5，出口損失係數

K=1.0(浸沒)、K=0(自由出口)，其餘管路次要損失係數如

表 7-6。 

表 7-6 次要損失係數一覽表 

口徑 
(in) 

口徑 
(mm) 

K 

90度彎頭(SUS) 90度彎頭(PVC) 45度彎頭
閘閥 

防震接頭 
逆止閥 

電動(磁)閥

2" 50 1.26 0.84 0.72 0.23 5.04 

2.5" 65 1.02 0.75 0.64 0.20 4.35 

3" 80 0.98 0.71 0.59 0.20 3.94 

4" 100 1.05 0.64 0.60 0.20 4.13 

5" 125 0.98 0.58 0.58 0.19 4.03 

6" 150 0.93 0.52 0.56 0.19 3.73 

資料來源： 現代邦浦實用技術理論及使用，小野高麻呂，1991.01 
設計型式不限表列設施，可參考相關文獻其他型式 

當入流管管底至溢流口水深 y 過小時(建議< 3L 時)或在有未

滿足壓力管流前產生溢流之狀況宜依下式檢討孔口流： 

矩形孔口(高：L、寬：B)： 

設計Qs(m3/s) = 2.6563×L×B×(y- L
2

)
0.5

 

圓形孔口(直徑：L)： 

設計Qs(m3/s) = 2.0862×L2×(y- L
2

)
0.5

 

7.5.2 放流管計算 

1. 口徑之決定 

 D=146ට   Q    V   

式中： D 為抽水機抽水管之口徑(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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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為抽水量(m3/min)   

 V 為抽水管之流速(m/sec)(約 2.0~3.0 m/sec，實際選用之

抽水機後之計算流速滿足 1.5 ~ 3.0 m/sec 即可) 

以最大及最小流速計算得最小及最大管徑，管徑選取原則

上須介於前述管徑範圍，惟仍須以市面常用管徑尺寸為主。 

2. 抽水機動力計算 

(1) 軸馬力 

SHp = 0.222 ×
 Q×H 

Np
。 

式中： SHp為軸馬力(HP)。 

Q 為揚水量(m3/min)。 

H 為總揚程(m) = Ha (總淨水頭)+Hl (主要摩擦水頭

損失)＋Hl
 '(次要配件水頭損失) 

Ha為總淨水頭 = 放流管出口端管心高程-貯集滯洪

池設計最高水位高程。 

Hl為主要摩擦水頭損失。 

Hl
 '為次要配件水頭損失。 

Np為抽水機效率，查抽水機性能曲線圖。 

(2) 所需馬力 

RHp = SHp ×
1
ni

 × e 

式中：RHp為所需馬力(HP)。 

SHp為軸馬力(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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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為三角度帶 = 0.93~0.95；平皮帶 = 0.90~0.93；橫

由正齒輪變速器 = 0.92~0.98；傘型正齒輪變速器 = 

0.90~0.95；直結式(法蘭)=1。 

e 為安全係數，使用電動機時=1.10~1.20；使用引擎

時=1.15~1.25。 

選取市面現有泵浦性能曲線圖，以計算之總揚程對應之流

量為放流量，並檢核此放流量是否符合允許放流量規範。 

7.6 一般常用流量控制設施 

為能控制基地流量排放，於重力流外排、側堰引水及基地內水高

漲溢流堰排水時均須以相關堰流或孔口流設施控制流量，以下針對建

築基地特性，列舉相關型式，設計者亦可參考相關文獻設計其他型式，

不受限於下列型式。 

一般常用流量控制設施如下： 

7.6.1 直角三角堰： 

堰頂：堰口底部  

堰上水頭 y*：高於堰頂的水深(m) 

設計Qs(m3/s) = 1.47×y*
5/2 

7.6.2 矩形堰： 

堰頂：堰口底部 

B：堰寬(m) 

堰上水頭y*：高於堰頂的水深(m) 

設計Qs(m3/s) = 1.767×B×y*
3/2 

堰頂 

y

B

*y

堰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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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B

*

b

y 4

1

 B

水流方向

y y *

7.6.3 側堰(一)： 

堰頂：堰口底部 

B：堰寬(m) 

堰上水頭y*：高於堰頂的水深(m) 

設計Qs(m3/s) = 1.856×b×y*
3/2 

7.6.4 側堰(二)： 

堰頂：堰口底部 

B：堰寬(m) 

堰上水頭y*：高於堰頂的水深(m) 

設計Qs(m3/s) = C×B×y*
3/2 

C：堰流係數0.825。 

7.6.5 孔口流： 

矩形孔口(高：L、寬：B)： 

設計Qs(m3/s) = 2.6563×L×B×(y- L
2

)
0.5

 

圓形孔口(直徑：L)： 

設計Qs(m3/s) = 2.0862×L2×(y- L
2

)
0.5

 

7.7 流量平衡計算 

流出抑制設施在設計上常會設計將入流至貯集滯洪池之進水管、

低流量排放管及溢流設施設計在同一處，在重力出流量以及入流量分

配情況，以溢流口底部高程檢討低逕流排放量會有高估現象，此時宜

進行流量平衡計算水位高程以確保設計之排放量符合法規，其檢核方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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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ut + Qin ≒ Q20    

Qin：入流管之入流量。 

Qout：低逕流排放量。 

Q20：逕流量。 

此時 Qout 即為所設計之低逕流排放量 

7.8 設計型式說明 

流出抑制設施設計要點為優先採用全重力式排放，若無法才選用

機械及重力排放並存方式，若前兩者均無條件方選用機械抽排(詳六、

設計要點及圖 7-2 設計流程圖)，各型式設計樣態表列如表 7-7 所示。 

表 7-7 流出抑制設施設計樣態比較表 

設計方式 重力排放 機械抽排 機械及重力排放並存 

收水方式 皆收進貯集滯洪池。 皆收進貯集滯洪池。 
雨量小直接排放，雨量大時則收

進貯集滯洪池。 

排放方式 重力式排放。 機械抽排。 
雨量小採重力式排放，雨量大採

機械抽排。 

適用條件 
貯集滯洪池最低水位

高於區外排水設施設

計水位。 

基地內排水溝渠底高

程低於區外排水設施

設計水位。 

基地內排水溝最下游渠底高程

高於銜接區外排水設施設計水

位高程。 

設施元件 流量控制設施。 

1. 制水閥件(設計者選

用) 。 
2. 抽水系統。 
3. 流量控制設施。 

1. 制水閥件(設計者選用) 。 
2. 抽水系統。 
3. 流量控制設施。 

耗能 低 高 中 

維護管理 
難易度 

低 高 高 

各型式設計樣態表從設計、施工成本、營運維護及風險等角度提

供設計者及業主參考，在條件允許下做出最佳優化設計之考量。重力

與抽排式排放之優缺點比較如下表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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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重力與抽排式排放之優缺點比較表 

排放方式 
項目 機械式 重力式 優者

設 

計 

條 

件 

優 
 

點 

1. 大多為單一類入、出流管控設計。

2. 無須考量聯外水路高程。 
3. 利用既有建物空間，無須增設額

外貯留滯洪空間。 

1. 設計及計算檢核單純，僅簡單水

理計算。 
2. 無須參考相關抽排零組件之選

用。 
3. 無須額外消能外排設計。 
4. 與水電介面整合單純。 重 

力 
式 

缺 
 

點 

1. 抽水機抽排設計。 
2. 抽排相關管控、起抽水位、抽水

空間、抽水池、管路控制零件等

設計考量較多。 
3. 抽排量大須增設消能設施。 
4. 低揚程抽水機選用困難。 
5. 與機電介面整合複雜。 

1. 部分需額外貯集空間提供。 
2. 基地內及聯外水路高程需仔細確

認。 
3. 需先與建築設計確認。 

施 

工 

層 

面 

優 
 

點 

1. 無額外貯留池費用。 
2. 工法成熟。 

1. 無抽水機及機電管路控制零件費

用。 
2. 單純土木工程及管路配置。 

平 
缺 

 
點 

1. 機電管路控制零件費用。 
2. 機電圖說不一致易做錯。 
3. 額外機電管控配置。 

1. 貯集池設置費用。 

營 

運 

維 

護 

管 

理 

優 
 

點 
－ 

1. 節能減碳，符合現今趨勢。 
2. 僅需簡單檢修管路順通。 
3. 不需機電類自動控制，不會因停

電或是故障至溢淹損失。 

重 
力 
式 

缺 
 

點 

1. 需定期試運轉及檢修。 
2. 廠商交接建物後之管理及操作複

雜，接管單位不清楚此設施之操

作及維護。 
3. 有故障或是爆管風險至溢淹地下

室，造成車輛財產損失，甚至造

成設計、業主與管理單位糾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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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規劃設計及相關計算範例 

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型式主要考量基地周邊高程及既有排水設施現況

做出適當及符合效益之設計，在 7.8 節已詳述相關設計樣態及各階段之優

缺點，以下針對不同排放形式提供相關規劃、檢核及計算範例。 

8.1 全重力式排放規劃 

重力式排放實為最符合效益之設計方式，以地面全重力式排放為

優先設計考量，全地面重力式在都市化城市常有困難，故宜輔以屋頂

滯洪或配合機械式(8.2 節)，在不同位置設置貯集滯洪池達到較佳之設

計，全重力式配合屋頂滯洪規劃及檢核範例如圖 8-1 所示。 

 
圖 8-1 全重力式排放規劃及檢核範例圖 

落
水
管

放流口QOA1

溢流 屋頂貯集滯洪

放流口QOA2

溢流

滯洪量體與排放量檢核：

VA1 + VA2≧Vmin

0.85QmaxA1≦QOA1≦QmaxA1

0.85QmaxA2≦QOA2≦QmaxA2

QOA1

全重力式排放規劃及檢

核範例圖

基地面積A=A1+A2

A1：屋頂貯留滯洪集水分區

A2：地面貯留滯洪集水分區

Vmin：全基地法規需求最小貯集滯洪量

Qmax：全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QOA1、QOA2：各集水分區設計最大排放量

VA1、 VA2：各集水分區貯集滯洪量

需檢核在滿足Vmin前，無上、下

游貯集滯洪池溢流現象

溢流檢核：溢流量≧.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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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有無法收集逕流直接外排者以本手冊第六章第(四)點總量管

制規定檢核之。 

8.2 重力式與機械式排放規劃 

在基地及建築配置條件受限但仍有重力排條件下，則可採重力式

與機械式並存設計，較佳之設計為雨水逕流先進入重力式排放貯集滯

洪池，達一定量體後(20％以上之基地最小貯集滯洪量)才溢流至機械式

排放貯集滯洪池，其規劃及檢核範例如圖 8-2 所示。 

 
圖 8-2 重力式與機械式排放規劃及檢核範例圖 

基地有無法收集逕流直接外排者以本手冊第六章第(四)點總量管

制規定檢核之。同時需檢討於貯集滯洪池達設計高水位且無持續入流

之條件下，設計之抽水量能於 4 小時內排空所分擔之最小貯集滯洪量。 

筏基貯集滯洪

溢流

重力式與機械式排放規劃

外
部
水
路

A-A’剖面

P

逕流流入

逕流流入

聯外水路

入流

抽

排
放
流

放流口QOA2

Vmin：全基地法規需求最小貯集滯洪量

Qmax：全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QOA1：筏基設計最大排放量

QOA2：地面設計最大排放量

VA1：筏基設計貯集滯洪量量

VA2：地面設計貯集滯洪量

滯洪量體與排放量檢核：

VA1+ VA2≧Vmin

0.85Qmax≦QOA1 + QOA2≦Qmax

抽排QOA1

A A’

溢流檢核：溢流量≧.Q20

地面貯集滯洪

地面貯集滯洪消

能
井

消

能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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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獨立基地內集水區機械式排放規劃 

部分或全基地內集水區無重力式排放之貯集滯洪池，應設置可排

放全區之低逕流排放管(口)，其規劃及檢核範例如圖 8-3 所示。 

 
圖 8-3 獨立機械式排放規劃及檢核範例圖 

基地有無法收集逕流直接外排者以本手冊第六章第(四)點總量管

制規定檢核之，抽水機排入至公共排水溝(井)依第六章第(六)點原則處

理，同時需檢討於貯集滯洪池達設計高水位且無持續入流之條件下，

設計之抽水量能於 4 小時內排空最小貯集滯洪量。 

8.4 結合保水、透水貯集滯洪池規劃 

雨水除進入雨水貯集滯洪池外，亦可由植生綠地、草溝、花臺、

綠屋頂、透水鋪面等設施貯及滯洪，基本規劃及設計檢核與 8.1 節重

筏基貯集滯洪

溢流

獨立機械式排放規劃

外
部
水
路

A-A’剖面

P

逕流流入

逕流流入

聯外水路

入流

抽
排
放
流

低逕流排放管QL

Vmin：全基地法規需求最小貯集滯洪量

VC：筏基設計貯集滯洪量量

Qmax：全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QO：筏基設計最大排放量

QL：低逕流排放平衡水位設計排放量

滯洪量體與排放量檢核：

VC≧Vmin

0.85Qmax≦QO + QL≦Qmax

抽排QO

A A’

集水井

消能井

溢流檢核：溢流量≧.Q20

消
能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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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式貯集滯洪池相同，僅為設施形式可多利用上述既有設施達到設計

量體，相關保水設施之量體，得納入貯集滯洪量一併檢討，但其納入

量以所需貯集滯洪量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於第十一章範例圖說提供

多樣可利用之保水透水形式作為貯集滯洪池。 

8.5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兩者要求前者為常滿、後者為常

空，故宜以分別認定操作或是先入雨水、中水回收池再由其設計之高

水位溢流至貯集滯洪池方能發揮其各自功效。 

先入雨水、中水回收池再流入雨水貯集滯洪池之溢流管(口)必須高

於貯集滯洪池有效水深設計高程，以達到雨水貯集滯洪之設計量體不

受雨水、中水回收池之影響。雨水、中水回收池溢流至貯集滯洪池之

溢流設施視為雨水流出抑制設施，需檢討入流量。其規劃及檢核範例

如圖 8-4 及圖 8-5 所示。 

 
圖 8-4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及檢核範例圖(一) 

筏基貯集滯洪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前後共用)

P

入

流

抽
排
放
流

雨水、中水回收 雨水、中水回收

溢流堰Qin

雨水、中水底部聯通管

雨水貯集滯洪池 雨水回收池

Q20：計畫逕流量

Qin：溢流堰設計流量

入流檢核：

Qin ≧Q20

通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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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及檢核範例圖(二) 

8.6 進水管水理計算 

現有一基地面積 525m2，規劃進水管設計資料如圖 8-6，說明計算

檢核如下： 

 
圖 8-6 進水管水理計算示意圖 

雨水、中水回收池與貯集滯洪池規劃(上下共用)

P

入
流

抽

排
放
流

雨水、中水回收與基貯集滯洪共用 底部聯通管

雨水貯集深度(常空)

P

中

水
利
用

雨水回收深度(常滿)

通氣管

筏基貯集滯洪

進水管檢核

入流

基地面積：525m2

管徑 D = 0.15m

進水管總長L = 29.475m

90°彎頭： 3處

電磁閥：1處

Z1：EL. +2.185m

Z2：EL. -10.45m

電磁閥

Q20：計畫逕流量

Qin：進水管設計流量

入流檢核：

Qin ≧ Q20

計畫平衡水位：EL. +2.452m
消
能
井

高差<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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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Q5 = 1.2×
1

360
CIA=1.2×

1
360

×0.79×158.96×0.0525 = 0.0219 cms 

Q20 = 1
360

CIA= 1
360

×0.79×211.44×0.0525 = 0.0244cms (檢核採用值) 

(一)  依據 Bernoulli equation 檢核： 

主要摩擦損失 Hl： 

λ =  0.02 + 1
2000×D

 = 0.0233 

Hl = λ × L
D

 × V 2
2g

 =  4.585 V 2
2g

  
次要配件水頭損失 Hl

 '： 

入口損失 K = 0.5、出口損失 K = 0 (自由出口)、彎頭損失

K = 3 × 0.52 = 1.56、電動閥損失 K = 3.73，合計 K = 5.79。 

總損失 HL =Hl+Hl
'  =  10.375 

V 2

2g
  

Bernoulli equation： 

P1γ +Z1+
V1

 2

2g
 = 

P2γ +Z2+
V2

 2

2g
+HL 

式中，P1=0、P2=0、V1=0 

Z1 = Z2+
V2

 2

2g
+HL 

2.185 = -10.45 + 
V2

 2

2g
+10.375

V2
 2

2g
 

V2 = 4.6683 m/sec 

Qin=A×V = π × 0.0752×4.6683 = 0.0824 cms ≧ Q20 = 0.0244..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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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孔口流計算檢核： 

計畫平衡水位高程：EL. +2.452m 

進水管入口管底高程：Z1 – D = EL. +2.035m 

最大孔上水頭 y：2.452 – 2.035 = 0.417m 

計算進水管的排放量： 

Qin(m3/s) = 2.0862×0.152×(0.417- 0.15
2

)
0.5 = 0.0274≧ Q20 = 0.0244 

8.7 放流水理計算 

本節針對抽水機形式放流之進行計算，重力式排放因僅為流量控

制設施如 7.6 節所述依選用設施單一公式計算，故在此不再贅述。 

現有基地面積 1575m2，允許最大排放量為 0.0000173(m3/s/m2) × 

1575(m2) = 0.0272(m3/s)，其 0.85 倍最大排放量為 0.85×0.0272(m3/s) = 

0.0232(m3/s)，設計排放量須介於此兩者間。本計畫設計抽水量 Qo 為

0.0234 m3/s，低逕流排放量 QL為 0.0021 m3/s，規劃抽排設計資料如圖

8-7，說明計算檢核如下： 

 
圖 8-7 放流管水理計算示意圖 

筏基貯集滯洪

機械式放流管檢核

抽排QO

PP

基地面積：1575m2

管徑 D = 0.10m

放流管總長L = 35.4m

90°彎頭： 3處

電磁閥：1處

逆止閥：1處

防震接頭：1處

放流檢核：

0.85Qmax≦QO + QL≦Qmax
逆止閥

閘閥

防震接頭

Qmax：全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

QO：筏基設計最大排放量

QL：低逕流排放平衡水位設計排放量

低逕流排放管QL

Z4：EL. -10.6m

Z3：管心EL. +2.21m
消

能
井



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 

          32 

(一)  口徑之決定： 

D = 146ට   Q    V   

式中： D 為抽水機抽水管之口徑(mm) 

 Q 抽水量(m3/min) = 0.0234cms × 60 = 1.404 m3/min 

 V 為抽水管之流速(m/sec)(約 2.0~3.0m/sec) 

D = 146ට  1.404   
2.0  = 122.33 (mm) 

D = 146ට  1.404   
3.0  = 99.88 (mm) 

依市面慣用尺寸採用 4 吋管(100mm)。 

(二)  抽水機規格計算： 

Q：揚水量(m3/min) = 0.0234cms × 60 = 1.404 m3/min 

V：流速(m/sec) = Q / A = 0.0234 / (0.052 π) = 2.98 m/sec 

H：總揚程(m) = Ha (總淨水頭)+Hl (主要摩擦水頭損失)＋Hl
 '(次

要配件水頭損失) 

抽水機設置於抽水井井底，雨水貯留池最高水位高程 Z4 為

EL. -10.6m，放流管出口處管中心高程 Z3為 EL. +2.21m。 

Ha (總淨水頭) = 2.21- (-10.6) = 12.81m。 

Hl (主要摩擦水頭損失)： 

管徑 D = 100mm = 0.1m 

λ =  0.025 
管路長度 L = 35.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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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 λ × 
L
D

 × 
V 2

2g
 = 4.01m 

Hl
 '(次要配件水頭損失)： 

90 度彎頭 3 個，逆止閥 1 個，閘閥 1 個，防震接頭 1 個， 

Hl
 ' = K ×  V 2

2g
 = (3×1.05+4.13+0.2+0.2+1+0.5) ×  V 2

2g
 = 9.18 ×  V 2

2g
 

= 4.16m 

H：總揚程(m) = 12.81 + 4.01 + 4.16 = 20.98m 

依據抽水量 Q = 0.0234cms × 60 = 1.404 m3/min 及總揚程 H = 

20.98m，對應抽水機性能曲線(圖 8-9)，求得符合揚程及流量之抽水機。 

 
圖 8-8 抽水機性能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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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維護管理計畫 

依據「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 23 條，設施需由基地使用人

自行維護管理，如有違規未改善可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臺北市流出抑制設施安全維護管理計畫作業流程如圖 9-1 所示。 

 

圖 9-1 流出抑制設施安全維護管理計畫作業流程圖 

計畫報告內需繪製〝流出抑制設施維護平面配置圖〞，以〝流出抑制

設施平面配置圖〞為底圖，預留空白完工後流出抑制設施照片位置套繪至

平面配置圖。套繪內容為設施名稱、位置、簡單敘述檢查注意事項。同時

將計畫中〝維護管理計畫〞放入圖說或併頁說明供後續維護管理者依循。 

維護管理計畫為工程完工後，所有人自行或委託機電相關專業人員進

行流出抑制設施、抽水機組設備、溢流管、消能井及其餘附屬設施進行維

臺北市流出抑制設施安全維護

自主檢查

臺北市排水案件管理平台查詢竣工圖及歷次自主檢查資料
https://heochk.gov.taipei/DrainWater/Default
實施(上線)日期水利處將另公告

基地使用人

協助單位
專業技師評估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依據排水計畫之〝維護管理計畫〞章節內容執行

排水設施 貯集滯洪池 抽水設施 溢流設施 花園土壤
保水設施

透水鋪面 滲透溝(井

自主檢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自主改善 自主檢查結果

不符合

符合

協助輔導

不符合

上網登錄

自主檢查結果

符合

依據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第23條，設施需由基地使用人自

行維護管理，如有違規未改善可

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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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管理工作，並分為平時及颱風豪雨期間之管理作業，說明如下： 

(一) 平時維護管理 

1. 訂定汛期及非汛期檢查維護頻率，並依訂定頻率進行維護保養

及試運轉作業。 

2. 每年依現況淤積情形，進行貯集滯洪池、排水溝、進水管及落

水頭清淤作業。 

(二) 洪水期間維護管理 

1. 超大豪雨及颱風警報發佈前，須立即檢視抽水機設備是否能正

常運作，並試運轉測試。 

2. 颱風期間若機組故障，須於 30 分鐘內進行搶修，若無法搶修，

須關閉電動閥，以溢流設施排放。 

3.颱風豪雨期間，管理者指派專人定期瞭解基地內抽排水及重力

排水狀況，遇有問題時，須即時通知機電維護人員進行搶修。 

4. 颱風或豪雨過後，須檢查各設備及雨水貯集設施狀況，遇有問

題時，須立即進行維修作業。 

5. 颱風或豪雨過後，須進行貯集滯洪池、排水溝、進水管及落水

頭清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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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計畫書製作各章節及圖說審查重點 

本手冊為製作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計畫之參考，在計畫書內容各章節要

求重點整理如下表 10-1 及 10-2 供未來報告製作及審查單位參考。 

表 10-1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計畫本文內容及審查重點 

本文項目 內容及審查重點 

計畫書目錄 含章節目錄及頁碼、圖及表目錄、附圖目錄及附錄目錄等。 

計畫目的 
1. 詳述目的(含建照及其附表要求說明)及依據辦理法規、名稱

及其年份。 
2. 變更設計案應詳細說明變更緣由及內容。 

計畫範圍 

1. 計畫範圍之地號、面積清楚說明並與相關資料(如建照)等相

符；部分開發之基地應詳加說明基地面積納入流出抑制計算

之基準。 
2. 土地清冊一覽表。 

排水計畫內容概

要 

1. 排水系統配置及相關設施概要說明。 
2. 設施一覽表，列明設施項目、規格、單位及數量等。 
3. 敘明公部門接管設施(無仍須於報告中敘明無)。 

基本資料 

(含水理計算) 

1. 檢核都市計畫道路規劃標高及水準點與地形測量圖高程引用

之基準一致。 
2. 既有下水道資料及現場水路調查之基地周遭排水系統調查結

果。 
3. 集水區劃分確實依基地周遭排水系統調查結果。 
4. 明列各項設施採用之設計依據、標準、法規或手冊等(含公告

日期)，包含設計重現期、降雨強度、集流時間、逕流係數、

水力計算公式(含相關係數選用)、出水高及流速限制等。 
5. 各項設施之計畫逕流量估算依據「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

劃設計規範」辦理。 
6. 與本排水相關之都市計畫、都更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評等要

求，需說明與本計畫相關項目並納入後續設計及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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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設施 

1. 流出抑制設施應羅列基地條件並詳細檢討基地周邊既有排水

設施條件，優先採用重力式排放(低逕流排放採重力排放，除

逕自外排外低逕流排放應包含全基地之逕流)。 
2. 基地內之雨水逕流皆須導入流出抑制設施調節；若經檢討確

實無法導入不得已逕自外排者，惟其貯集滯洪量仍須算入且

合併總排放量須低於基地允許最大排放量，且滿足設計之抽

水量能於 4 小時內排空最小貯集滯洪量。 
3. 流出抑制設施無法以重力式排放雨水而採機械抽排者，設有

備用機組及必要之溢流設施。 
4. 各項設施之水理計算表，含坡度、流速及出水高檢核，檢核

成果需與前章節所列採用標準等相符，相關係數採用以臺北

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為主。 
5. 聯外排水通容量檢核，標註其計畫水位，並檢討是否影響基

地內外排水安全，並依「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管徑大

小、流速、坡度)原則設計。 
6. 流出抑制各部設施設計檢核計算：含進水管、放流管、抽水

設備(抽水機選用及抽水井設計、操作流程圖等)、溢流設施

等。 
7. 流出抑制設施採用機械抽排者，相關操作水位檢核： 

(1) 起抽水位為抽水機持續運轉 15 分鐘以上之設計水位。 
(2) 貯集滯洪池有效水深為起抽水位至貯集滯洪池設計最高

水位。 
(3) 抽水機放流管設計時雖採流速約 2.0 ~ 3.0m/sec 設計，但

實際選用之抽水機後之計算流速滿足 1.5m/sec ~ 3.0m/sec
即可。 

8. 流出抑制設施出口排放方式採部分重力部分抽排者，需檢討

於貯集滯洪池達設計高水位且無持續入流之條件下，設計之

抽水量能於 4 小時內排空最小貯集滯洪量。 
9. 流出抑制設施涉及與雨水回收池聯合操作者，相關管線或設

施等需經設計檢核，相關設計檢核需符合臺北市雨水流出抑

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第 8.5 節。 
10. 維護通道設置檢核：依據「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

維護通道設置標準」檢核是否需設置，若需設置其寬度高度

應符合標準。 
11. 維護管理計畫需包含 

(1) 完工後設施之維護管理組織及維護管理方式(含平時及

汛期)等。 
(2) 流出抑制設施維護配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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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計畫設施項

目、數量及總工程

造價 
應詳細列表，並與排水系統平面配置圖內容相符。 

表 10-2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計畫附圖內容及審查重點 

附圖項目 內容及審查重點 

地理位置圖 

S≧1/5000，標示 1 公里範圍，放置指北針及比例尺。若基地面

積過大者其比例得依實際面積調整，以像片基本圖(或 OSM、台

灣通用電子地圖等，需標註出處)為底圖，清楚標示基地周遭現

況。 

地籍套繪圖 S≧1/500，放置指北針及比例尺。 

實測地形圖 
1. S≧1/1000，放置指北針及比例尺。 
2. 標示基地範圍、圖例、測量日期以及高程控制點依據。 

排水系統現況調

查圖 

1. S≧1/1000，放置指北針及比例尺，基地範圍過大者其比例得

依實際面積調整，但圖資需能清楚識別。 
2. 附現況照片，標註照片拍攝位置、方向及拍攝(調查)日期，

呈現基地完整現況地貌，重要之排水設施需一併拍攝標示。

3. 調查範圍及項目： 
(1) 基地四周、新建排水設施與既有排水設施銜接處，並須

涵蓋至少基地外或新建排水設施下游至少共 3處為原則。

(2) 調查至集水分區邊界或排水系統。 
(3) 基地內水路調查。 

4. 調查點及調查溝渠等應予以編號，詳列溝渠斷面尺寸、溝頂

及溝底高程、流向及坡度等，重要之匯集節點(如匯入箱涵之

集水井及管涵)亦需一併調查。 
5. 每一條排水設施(直線部分)至少兩點標示溝頂及溝底高程。 
6. 劃設集水區邊界處應有完整調查佐證資料。 
7. 套繪既有排水系統資料圖(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台帳圖)，並比

對說明其與現況調查結果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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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分析圖 

1. S≧1/1000，放置指北針及比例尺基地範圍過大者其比例得依

實際面積調整，但圖資需能清楚識別。 
2. 標註各集水分區流向及面積。 
3. 調查範圍應涵蓋完整系統性之集水區。 
4. 涉與建築排水界面者，基地內集水區劃分依據與建築物落水

管銜接位置經確實比對。 

排水系統平面配

置圖 

1. S≧1/300，放置指北針及比例尺。 
2. 相關設施以顏色繪製，如下： 

計畫範圍：紅色。 
排水設施(含集水井)：藍色。 
流出抑制設施：綠色。 

3. 圖例清楚可讀。 
4. 明確標示各項排水設施(含流出抑制設施)位置，並加編號及

流向。 
5. 標示每一條排水溝渠樁號，並與排水系統縱斷面圖對照相符

6. 詳列排水設施一覽表，包含編號、型式、材質(規格)、尺寸、

長度、高程及數量等。 
7. 套繪建築一層平面圖並標註地下室範圍線，排水設施位置與

相關建築設施無衝突之疑慮。 
8. 與既有排水設施之施工介面經過妥善設計。 
9. 依「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及其附屬設施維護通道設置標準」配

置維護通道。 
10. 陰井或人孔設置間距應於起點及一定距離之直線、轉角或跌

降處設置陰井或人孔。 
11. 自行維護設備不得設置於公共設施之內。 

排水系統縱斷面

圖 

1. S≧1/200，放置比例尺。 
2. 呈現完整排水系統上、下游銜接狀況。 
3. 標示樁號、坡度、溝頂及溝底(井底)高程、地面高程等。 
4. 與既有排水設施之介面銜接高程標註完整。 
5. 標示流出抑制設施各部標高，含進水管及放流管高程等。 

排水系統橫斷面

圖 

1. 原則 S≧1/200，以能清楚呈現為原則，放置比例尺。 
2. 核對建築(基地範圍)線位置並標示清楚。 
3. 與既有排水設施之介面銜接處理完善並標示內、外設施位

置、高程及計畫水位等。 
4. 流出抑制設施進水管及放流管等路徑標示完整，其位置及尺

寸不影響建築結構安全及其他設施功能。 
5. 屬計畫道路排水系統需核對鋪面厚度及路拱坡度，排水設施

頂面與路面高程確實檢核並銜接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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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設施詳圖(貯
集滯洪池詳圖、溢

流井詳圖) 

1. S≧1/200，放置比例尺。 
2. 各設施以一平面搭配至少兩剖面，以能完整呈現設施各部尺

寸及相關高程。 

(流出抑制設施) 

1. 標註各部高程，如抽水井底部、池底、設計起抽及停機水位、

高水位、池頂高程、進水管及放流管高程等。位於筏基之抽

水機及進水管處應有進入人孔方便設置及維護。 
2. 貯集滯洪池容量計算表。 
3. 每一貯集滯洪池皆應設置清掃孔(或原則 80公分 x 80公分以

上之連通孔，倘受限基地條件需達 60 公分 x 60 公分以上)、
爬梯等維護管理設施，且施作位置符合日後使用之便利及維

修性。清掃孔蓋不得以化妝蓋板取代。 
4. 進水口處設置攔污柵(網目 1 公分 × 1 公分)以防阻塞。 
5. 採多池設計時之連通管及通氣管應足夠且連通管不得浸沒水

中(管底需高於停機水位)。 
6. 抽水機運轉流程圖。 
7. 溢流設施及高程標示。 
8. 採抽水機方式操作者，進水管設電動(磁)閥等水位感應控制

閥件應設置於與進水管入口端高程差小於 3m 處；出水管設

伸縮(防震)接頭、逆止閥及閘閥等設施；電動閥或電磁閥須

於停電時可手動關閉機制。 
9. 基地內逕流排放設施之出口水位高程原則應設計於聯外排水

計畫水深以上(低逕流排放口係於常時排放，可另檢討除外)。
10. 區內壓力流須經適當消能設備方能排入區外排水設施。若基

地條件受限，於流速小於 3m/sec 且採 45 度角向排水設施下

游排放者，或其他設計方式經審查機關同意者，方能直接排

放，排放點需考量日後維護管理之便利性。 
11. 考量低逕流排放口之功能維護，孔口尺寸宜大於直徑 5 公分

或 5 公分 × 5 公分以上為原則。惟低流量排放之設置為必

要之考量，故小基地時為滿足低流量排放之設置則不受此限

制，但須於流出抑制設施維護平面配置圖說明加強清疏維

護。 
12. 流出抑制設施涉及與雨水回收池聯合操作者，需繪製相關銜

接圖面。 
13. 排放口出口處需設置排放口銘牌，銘牌字體大小須能辨識，

以耐磨材質製作，並須固定於地面或溝蓋上，避免突起影響

用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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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設施標準圖 

1. S≧1/100。 
2. 所有設施皆需檢附，包含設施斷面尺寸、材質、配筋等。 
3. 涉及公共設施結構(如自費開闢計畫道路、排水設施新設改道

或廢止等)交由市府接管者應採用現行標準圖，若否，應檢附

結構安全計算及技師簽證。 
4. 雨水陰井底部應設置十五公分以上之沉砂槽。 
5. 雨水管渠進水口應以五至十公尺設置一處進水口或格柵進水

口以利清疏，並以坡度向進水口處微降，以利雨水流入。地

面逕流有直接外排疑慮之處，需考量適度縮短進水口間距以

有效截流地面逕流。 

施工臨時排水設

施配置圖 
1. S≧1/300，放置指北針及比例尺。 
2. 基地內施工逕流不得未經處理任意排放至區外。 

十一、相關法規及設計參考資料 

(一)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臺北市政府，民國 101 年 02 月 16

日。 

(二) 「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臺北市政府，民國 99 年

06 月 10 日。 

(三)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臺北市政府，民國

102 年 10 月 8 日。 

(四) 北市工水下字第 10261079400 號函。民國 102 年 12 月 2 日，「都市更

新單元分擔基地外之雨水逕流量檢核原則」。 

(五) 府授工水字第 1076020702 號函。民國 107 年 9 月 5 日，臺北市所屬

各機關公共設施用地開發涉及公園、綠地或廣場部分，比照「臺北市

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六) 府授工水字第 1086072582 號函。民國 108 年 12 月 20 日，臺北市政

府所屬之各機關學校之公共設施用地開發行為提高最小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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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8 年 11 月 27 日。 

(八)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 

(九)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4 年 7 月

22 日。 

(十) 「雨水下水道設計指南」，內政部營建署，109 年 9 月。 

(十一) 「社區及建築基地減洪防洪規劃手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民國

102 年 

(十二) 「建築技術規則」，內政部營建署。 

(十三) 「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內政部營建署。 

(十四) 「透水保水設施規劃參考手冊」，新北市水利局，101 年 12 月。 

(十五) 「Combined 1D and 2D Modeling with HEC-RAS」, Gary W. Brunner, 

HEC  May, 2014。 

(十六) 「現代邦浦實用技術理論及使用」，小野高麻呂，1991.01。 

十二、設計圖說範例 

各不同排放設計類型之設計圖說於圖 12-1~12-7 所示，範例圖說為供

設計者針對不同類類型之規劃設計參考，實際規劃設計時應依其專業及不

同基地條件特性等予以審慎規劃考量。 

圖 12-1 重力式排放-屋頂與地面貯集滯洪池設計範例、圖 12-2 重力式

與機械式排放貯集滯洪池設計範例(一)、圖 12-3 重力式與機械式排放貯集

滯洪池設計範例(二)、圖 12-4 機械式排放貯集滯洪池設計範例(一)、圖 12-5

機械式排放貯集滯洪池設計範例(二)、圖 12-6 結合保水、透水貯集滯洪池

規劃設計範例(一)、圖 12-7 結合保水、透水貯集滯洪池規劃設計範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