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臺灣屬亞熱帶海島型氣候，降雨量相較於世界其他地區可謂極為

豐沛。世界平均年降雨量約為834公釐，台灣地區約為2,515公釐，係

世界平均年降雨量之3倍。若以每人每年平均可分配之降雨量而言，

世界平均約為22,000立方公尺，台灣地區為4,500立方公尺，係世界平

均值之五分之一弱。可見台灣地區之水資源若以個人每年分配量而

言，實在非常有限，同時台灣地區因受降雨季節性時間分佈不均影

響，加上自然環境河川坡陡流短之支配，逕流涵蘊能力低，因此台灣

屬於水資源貧乏地區。 

近年來台灣地區隨著人口與經濟快速成長，水資源需求亦隨之持

續成長，每年之用水供應量約180億m3，平均約有28％來自河川引水、

41％為引用地下水，其他31％則來自水庫調度，但原本有限的地面水

與地下水資源卻逐漸遭受人為的污染與破壞，其可供給之水量也相對

減少，且受限於自然條件，新水源開發日漸困難，每逢長期降雨量偏

低，致使河川乾涸，水資源供需失調而發生乾旱缺水，導致民眾日常

生活不便，農業、商業、工業等產業亦蒙受缺水損失。另一方面，有

鑑於工商業發達與人類活動頻繁，導致全球暖化與聖嬰現象發生，氣

候變遷日益明顯，根據相關單位之研究顯示，到了西元2050年時，台

灣地區冬季的降雨量將會減少之趨勢，而夏季則有增加之趨勢，使豐

水期的降雨量比例將超越80％，豐、枯水期水源量差異將更形擴大，

未來可預見旱災害之頻度及廣度將形加劇。故若能即時提供旱象預警

及旱災應變，可未雨綢繆，降低乾旱缺水影響及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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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目前新竹地區由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高科技產業之蓬勃發展，使

得需水量大增，工業及生活用水成長迅速，惟受限於水文條件及大型

水資源開發案推行不易，且區域內頭前溪及鳳山溪兩大水系尚因無大

型水庫（寶山第二水庫正興建中）以調蓄水資源，因而無法滿足現況

用水需求，而有賴永和山及石門水庫之補助供水，以致於未來枯水時

期缺水機率將大為增加；隨著全球氣候變遷明顯，極端枯旱或洪水現

象日趨頻繁，對新竹地區用水調度之考驗日趨嚴峻。為充分了解新竹

地區之乾旱特性，除了分析降雨量外，更針對河川低流量進行分析，

因雨量只是一個來源，而實際上可藉以運用之可靠水源有多少，更是

令人關切（水資會，1991）。因此本研究對前人研究成果作一有系統

之整理，並統計新竹地區之降雨量及河川流量，進行乾旱特性分析，

藉對其乾旱特性之瞭解，作為建構適用於新竹地區水資源預警指標之

考量因素，而新竹地區水資源預警指標是以模糊多屬性決策所建構而

成的，期藉所得之成果，提供水資源緊急調配運用，減少乾旱所帶來

之衝擊。 

 

1-3   研究方法 

針對新竹地區歷年降雨量與河川流量紀錄進行乾旱特性分析，探

討乾旱趨勢及其發生之頻率；同時利用流量超越機率曲線，分析了解

水文豐枯之情勢，並利用所得之成果，藉以建構一套適用於新竹地區

水資源預警指標考量因素之參考。本研究探討主題依序如下：（1）

統計各雨量站歷年最長連續不降雨日數；（2）分析各雨量站歷年最

長連續不降雨日數之趨勢變化；（3）以對數皮爾遜第Ⅲ類分佈法於

各雨量站歷年最長連續不降雨日數之資料進行頻率分析；（4）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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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量站歷年 11-12月、11-1月、11-2月、11-3月、11-4月、1-2月、

1-3 月、1-4 月、1-5 月、1-6 月等十組累積流量資料，引用極端值第

Ⅲ類分布法進行低流量頻率分析；（5）建立新竹地區入流量超越機率

曲線，以利進行水文豐枯分析之評估；（6）以模糊多屬性決策建構一

套適用於新竹地區水資源預警指標，針對評估指標確定其評估等級，

並以等號來表示其所顯示之訊息，供相關單位決策之參考。研究流程

如圖 1-1所示。 

 

1-4  論文架構  

      本文共分為五章，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 論 

針對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做概略的闡述。首先說明本研究課題

之背景與目的，分別就氣候與自然環境，說明台灣屬水資源貧乏地

區，且因人口與經濟快速成長及全球暖化與聖嬰現象發生，更凸顯本

研究課題的重要性及迫切性。最後概述所採取之研究方法，並圖示本

研究流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以往前人對於乾旱之研究作一完整收集與整理，分別就乾

旱之成因、定義及乾旱分析與多評準方法等予以論述，以做為本研究

參考及改進之依據。 

第三章   枯旱分析 

    首先對研究地區概略地闡述，以歷年的雨量站與流量站為研究分

析資料，進行枯旱之相關分析，包括聯程原理、趨勢分析與頻率分析

與水文豐枯研判等加以介紹，最後討論新竹地區枯旱分析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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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資源預警指標 

利用枯旱分析所得之成果，作為建構水資源預警指標考量之參

考。以量化的方式建立水資源預警指標評估模式，首先需找出影響乾

旱發生的主要指標因子，並以問卷調查方式求得各指標因子在水資源

指標預警之重要性，針對評估指標確定其評估等級，並以等號來表示

其所顯示之訊息，供研究區域做出相關因應措施之客觀標準。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就各章節研究分析結果，予以歸納，摘要陳述；提出建議，作為

水資源預警指標之應用之參考；並藉由枯旱分析與水資源預警指標所

得之結果，提出未來後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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