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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近年來區域水文時空變化之不確定性及未來全球氣候變遷對於降雨時空分布的影響

，預期區域公共用水與農業用水的缺水風險將不斷升高。故宜及早以管理風險及降

低風險衝擊的理念，進行區域水資源供應風險管理機制的規劃評估，並提出適當的

公共用水與農業用水缺水風險回應計畫。有鑑於此，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現況水資

源供應系統，考量水文不確定的風險，建置其相應的公共用水與農業用水缺水風險

分析模型。藉由第一年的計畫結果得到石門集水區之合成流量，此合成流量為水資

源調配分析之基礎，可作為第二年進行氣候變遷下農業用水衝擊分析之準備。第二

年計畫為建立石門水庫水資源調配模式，並研擬適合之乾旱應變規則，以分析石門

水庫受氣候變遷影響之供水風險。

- 1 -- 1 -
1012953

http://www.coa.gov.tw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water shortage risk of public and agriculture demand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due to uncertain hydraulic condit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sponse plan during drought periods

considering public and agriculture demands via risk analysis. This is a

two-year study and the developed methodology is applied to the system of

Shihmen Reservoir. First year project has been done. In the first year,

synthesis flow was prepared using the data of the Shihmen catchment. The

synthesis flow will be used as input data for the models developed in the

second year. In the second year, a risk analysis model and a water supply

model will be developed for water supply risk analysis. This risk

analysis will consider the uncertain hydraulic condition and the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analysi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response plan for drought periods considering public and agriculture

de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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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的：

擬定石門水庫乾旱應變規則，並參考現有規線操作，以VENSIM軟體建置石門水庫水

資源調配模型，並根據蒙地卡羅分析進行石門水庫之缺水風險。

缺水風險分析流程為利用前人研究中所建立之條件氣候繁衍降尺度分析模式及

GWLF將與逕流模式，繁衍多組河川流量，再帶入石門水庫水資源調配模型進行分析

，分析之缺水量經統計分析後，即可求得石門水庫之缺水風險，若缺水風險偏高

，則須提出風險回應計畫，並評估風險回應計畫之缺水改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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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石門地區農業用水調配原則探討。

2.石門地區水資源供應風險分析。

3.石門地區水資源供應風險回應計畫評估。

4.石門地區水資源供應風險管理機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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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1.本計畫分析乾旱應變調度規則中，水文情勢以五種不同超越機率(75%、80%、

85%、90%、95%)作為未來未來三個月流量推估量，停灌時間分析育苗前(一月初和七

月底)決定是否停灌以及在育苗後(一月底和七月底)決定是否停灌，故共有十種模擬

方案組合。本計畫以各方案每年可減少1萬噸缺水量所需之補償費用(邊際成本)作為

乾旱應變規則的判斷標準，結果顯示最佳乾旱應變策略為在育苗前決定是否休耕

，水文情勢判斷中未來三個月流量以歷史入流量超越機率75%估算。 

2.根據本計畫風險分析結果顯示，即使本計畫研擬之五種長期回應計畫皆執行，在

氣候變遷影響及較嚴格的缺水忍受度下，桃園地區仍存有高缺水風險，因此建議仍

需研擬其他改善方案，如埤塘供水或聯合調配規則修訂等，以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 

3. 本計畫僅針對行政院核定之策略進行供水風險評估，策略經濟成本效益分析並未

納入分析，建議後續計畫可進一步探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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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1. 本計畫第一年度以條件機率氣候繁衍降尺度模式(CWGDM)進行北部地區氣候變遷

降尺度分析，以「海平面壓力」作為雨量預測因子，分析結果顯示石門水庫有同樣

的趨勢，除七月外，其它「各月日平均雨量」與「各月日標準偏差」氣候變遷後皆

有降低之趨勢，豐水期降低幅度較大，枯水期降低幅度較小，「日降雨機率」氣候

變遷前後之差異則較小。

2. 北部地區現況系統缺水風險分析結果顯示，在基準方案系統與氣候變遷影響下

，桃園地區與板新地區缺水風險都有偏高現象，對此研擬長期回應計畫，包含板新

二期供水改善工程、自來水管網改善工程、節約用水、興建海水淡化廠及中庄調整

池。其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1)板新地區：各策略對於降低板新地區缺水風險程度之排名依序分別為板新二期計

畫、節約用水、自來水管網汰換、中庄調整池、海水淡化，其中板新二期計畫之改

善程度最為顯著。

(2)桃園地區：各策略對於降低桃園地區缺水風險程度之排名依序分別為板新二期計

畫、海水淡化、自來水管網汰換、節約用水、中庄調整池，，其中板新二期計畫之

改善程度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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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辨識
確認北部地區水資源調配系統

之不確定性因子

長期調配風險分析
評估北部地區水資源調配系統

長期缺水率大於缺水忍受度之風險

判斷長期缺水風險
是否可接受

研擬長期調配回應策略

No

滿足長期調配缺水風險之水資源調
配系統

Yes

水庫放水操作

水庫t時刻水位是否
低於警戒水位

t時刻缺水量是否滿足
最低忍受缺水量

依乾旱應變規則放水

以短期緊急備援
回應計畫因應

No

Yes

符合乾旱時期
供水應變要求

Yes

正常放水

No

(長期供水風險控制)(乾旱時期與短期供水風險應變)

 

水資源供應風險管理機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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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新地區考量氣候變遷影響下策略缺水風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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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區考量氣候變遷影響下策略缺水風險比較 

- 11 -
1012953

http://www.co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