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104年度臺日技術合作計畫- 

主流河川大型倒伏式閘門操作維護管理 

 

執行成效檢討報告 
 

 

 

 

 

 

 

 

 

 

 

 

 

 

 

 

 

經濟部水利署 

104年 9月 



-1- 
 

目 錄 

壹、 前言 ……………………………………………………………2 

一、 緣起…………………………………………………………2 

二、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簡介…………………………………3 

三、 中庄攔河堰工程設計及倒伏閘門操作規劃………………5 

四、 中庄攔河堰工程施工現況…………………………………8 

貳、 技術合作行程安排及交流議題  ………………………………9 

一、 行程安排 ……………………………………………………9 

二、 來臺日本專家介紹  ………………………………………10 

三、 技術合作交流議題    ………………………………………10 

參、 執行成效檢討…………………………………………………14 

附 件 

附件一、104年 7月 27日經濟部國際合作處核定函……………17 

附件二、日本專家簡報……………………………………………18 

附件三、技術合作照片……………………………………………40 

 



-2- 
 

壹、 前言 

一、 緣起 

為提升桃園及板新地區供水穩定，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本署)

刻正推動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預計 105 年 12月完成後可於大

漢溪原水高濁度期間提供鳶山堰每日備援水源 80萬噸 6.2 日，

並可使石門水庫於颱洪期間全力進行水力排砂，該計畫包括攔

河堰、引水路、調整池及輸水路等主要工程，其中為維持大漢

溪河防安全及河川生態環境，攔河堰工程排洪道閘門採倒伏式

閘門設計，每座閘門寬度 20公尺及高度 5.2公尺，為臺灣第一

座於主流河川設置倒伏閘門之攔河堰，且其尺寸亦為國內最大

倒伏閘門。 

中庄攔河堰倒伏閘門啟閉之動力系統係採油壓驅動設計，

閘門倒伏後貼近原河床，平時取水時閘門立起擋水及抬高水

位，而當颱洪期間則將閘門倒伏讓洪水順利通過，因臺灣以往

攔河堰排洪道閘門多採弧型閘門或直立式吊拉閘門設計，並無

於主流河川設置大型倒伏閘門之營運管理操作維護經驗，為求

後續中庄攔河堰工程倒伏閘門營運管理作業順暢，爰藉由 104

年度臺日技術合作計畫邀請日本專家來臺指導主流河川大型倒

伏閘門營運管理與操作維護經驗，俾提供本署北區水資源局後

續倒伏閘門操作、保養維護、設施異常及緊急處理等相關營運

管理計畫訂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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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簡介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位於大漢溪武嶺橋下游 1.1 公里處與

鳶山堰下游之間，行政區域位於桃園巿及新北市等。計畫內容由

上游至下游依序為：攔河堰工程、引水路工程、調整池工程及輸

水路工程，工程位置如圖 1所示。計畫於攔河堰取大漢溪取水後

經引水箱涵送至調整池蓄存，調整池設計池底標高高程 53.0 公

尺，正常蓄水位標高高程 68.0公尺，設計堤頂標高高程 70.5 公

尺；調整池下游輸水路最大輸水能力 80 萬 CMD 可分別提供下游

台灣自來水公司大湳淨水場 30 萬 CMD 以及板新應淨水廠 50CMD

用水，本計畫取供水系統如圖 2。各分項工程概述如下： 

(一)攔河堰工程：包括 9道排洪道及 9座傾倒式活動堰、左岸 2

道排砂道及 1道魚道、上游及下游保護工、取水口、護岸及

設備機房等分項工程。 

(二)引水路工程：為連接攔河堰取水口與調整池之水路設施，總

長度約 1.5公里。 

(三)調整池工程：第一期開發規模有效蓄水量 492 萬立方公尺，

池區面積約為 42.6 公頃。 

(四)輸水路工程：主要銜接中庄調整池和台灣自來水公司之大湳

與板新淨水場之輸水設施，全長約 3.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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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項下主要工程位置圖 

 

攔河堰工程

引水路工程

調整池工程

輸水路工程

大湳水廠 板新水廠

設計蓄水位 EL.70m

取水口渠底 EL.68m

正常蓄水位 EL.68m

池底高 EL.53m

取水頭管底高 EL.53.5m

80萬CMD

30萬CMD 50萬CMD

 

圖 2、中庄調整池取供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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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庄攔河堰工程設計及倒伏閘門操作規劃 

(一)攔河堰工程設計： 

中庄攔河堰設置於大漢溪武嶺橋下游約 1.1公里處，以倒伏

活動堰提高該處水頭至標高高程 70.5 公尺，作為重力引水至調

整池所需之水頭。本工程除倒伏活動堰外，亦包含排砂道、魚道、

上下游保護工、堰面保護工、取水口、引水路、護岸、聯絡版橋、

設備機房及水工機械等設施。攔河堰工程總平面佈置詳圖 3，剖

面圖佈置詳 4，倒伏閘門剖面詳圖 5。其中倒伏式活動堰合計 9

座，每座堰面寬 20 公尺，墩柱寬 2公尺，堰體長 24公尺，堰體

上游端標高高程 66.8公尺、閘門底標高高程 66.5公尺、堰體下

游端標高高程 64 公尺，閘門高 5.2 公尺，設計取水位標高高程

70公尺，墩座寬 2公尺，墩頂標高高程 71.0 公尺。 

 

 

圖 3、中庄攔河堰工程平面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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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中庄攔河堰工程排洪道縱剖面圖 

 

 

 

圖 5、中庄攔河堰倒伏閘門剖面圖 

 

(二)倒伏閘門操作規劃： 

中庄調整池主要功能為提供石門水庫排砂操作時及大漢溪

原水高濁度時之鳶山堰備援水源，故調整池須於豐水期前及石門

水庫排砂操作前蓄滿水源，另調整池亦可每日供水 2.4萬立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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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依計畫功能中庄攔河堰運轉主要包括：平時引水利用運轉、

洪水期運轉及緊急運轉等，其操作原則規劃如下： 

 1、平時引水利用運轉：豐水期(含颱洪前)及石門水庫水力排

砂操作前，調整池蓄水應保持滿庫狀態，由攔河堰引水時

應開啟取水口閘門取水，此時活動堰均為起立狀態，另由

魚道及排洪道供給下游保留水量。調整池蓄滿後，即關閉

取水口，此時活動堰仍為起立狀態，上游入流量則由魚道

及排砂道排放。調整池蓄滿後，因調整池每日尚需供應下

游自來水 2.4 萬立方公尺，故當調整池蓄水位由高程 68.0

公尺降低至高程 67.0 公尺，即減少約 60 萬立方庫容時，

則開啟取水口閘門取水。 

2、洪水期運轉：當颱風警報發佈後，中庄攔河堰應與上游石

門水庫聯合操作，放水時應優先開啟排砂道排放上游水

量，再倒伏活動堰閘門，以利颱洪期間洪水通過攔河堰。

颱洪過後，經研判洪水已降至對堰體不構成安全威脅時，

則再起立活動堰後，再關閉排砂道閘門，開始引水利用。 

3、緊急運轉：在發生特殊洪水、地震或災變致有危及攔河堰

堰體安全疑慮時，則應緊急開啟排砂道及倒伏活動堰閘門

緊急放水，放水前亦應播放緊急放水警報。於研判洪水位

降低或災變對堰體不構成安全威脅時，再起立活動堰及關

閉排砂閘門引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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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庄攔河堰施工現況 

中庄攔河堰工程因位於大漢溪河道內，施工方式採半半施

工，至 104年 8月底進度 74.36%，已完成 9道排洪道及其倒伏閘

門安裝；除護床工混凝土塊 100塊、取水口與排砂道閘門及管大

樓尚未施作完成外，其餘主要土木及閘門設施已完成，施工情形

如圖 6，預計 104年 10月完成攔河堰主體工程及倒伏閘門安裝測

試。 

 

圖 6、中庄攔河堰工程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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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合作行程安排及交流議題 

一、 行程安排 

本次臺日技術合作已於 104年 9月 8日(星期二)至 9月 11日

(星期五)辦理，行程安排詳表 1 。 

表 1、技術合作行程表 

日期(星期) 時間 
行程 本署參與 

單位 活動事項 地點 

Day1 

9/8(二) 

 
當日住宿: 

 台北福華國

際文教會館

(台北巿) 

11:10 啟程(長榮航空 BR177) 大阪機場  

13:05 抵達臺灣桃園機場   

13:30-15:00 桃園機場->水利署(台北)  水利署 

15:30-16:00 歡迎會及拜會首長 
水利署 (台北

辦公區) 

水利署 

北水局 

16:00-17:0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

計畫、及中庄調整池工程

計畫簡介 

水利署 (台北

辦公區 )會議

室 

水利署 

北水局 

17:30-19:30 歡迎晚宴 
段落符號餐

廳 

水利署 

北水局 

Day2 

9/9(三) 

當日住宿: 

台北福華國

際文教會館

(台北巿) 

09:00-12:00 
中庄攔河堰倒伏閘門設計

與營運操作維護計畫說明 

石門水庫環

翠樓會議室 

水利署 

北水局 

13:30-17:00 

石門電廠、分層取水工、

水力排砂及蓄水範圍保育

工作參觀 

石門水庫 
水利署 

北水局 

Day3 

9/10(四) 

當日住宿： 

台北福華國

際文教會館

(台北巿) 

09:00-12:00 
中庄攔河堰工程現地簡報

及勘查 

中庄攔河堰

工程現地 

水利署 

北中南水局 

水規所 

13:30-17:00 

日本倒伏閘門操作營運經

驗分享(60 分鐘)及綜合座

談 

石門水庫環

翠樓會議室 

水利署 

北中南水局 

水規所 

Day4 

9/11(五) 

11:00 赴桃園機場  水利署 

13:35 返程(長榮航空 BR130) 桃園機場  

17:15 扺達日本 大阪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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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來臺日本專家介紹 

本案技術合作經駐日代表處協助連繫，日本關西電力公司派

遣包括藤岡政行、川口雅樹及林發等 3 位專家來臺指導，其中除

藤岡政行係由 104 年度臺日技術合作計畫補助經費來臺外，另川

口雅樹及林發 2名專家則由日本關西電力公司自費來臺，3位來臺

日本專家主要經驗如下： 

表 2、來臺日本專家簡介 

姓名 職稱 主要經歷 年資 

藤岡政行 

(FUJIOKA  

MASAYUKI) 

日本關西電力公

司 土 木 建築 部 

企劃部門主任 

倒伏閘門營運管理、攔河堰設

計及施工、及水力發電設備調

查、設計及施工 

18年 

川口雅樹 

(KAWAGICHI 

MASAKI) 

日本關西電力公

司 土 木 建築 部 

企劃部門經理 

水力發電所需設備評估、設

計、施工及營運 

20年 

林  發 

(HAYASHI 

YUTAKA) 

日本關西電力公

司退休顧問 

(陪同藤岡政行及川口雅樹 2

位專家來臺協助本次技術合

作) 

逾 40年 

三、技術合作交流議題 

因國內以往攔河堰排洪道閘門多採弧型閘門或直立式之吊

拉閘門設計，並無於主流河川設置大型倒伏閘門之營運管理與操

作維護經驗，為確保後續本署中庄攔河堰倒伏閘門營運正常，本

案技術合作本署向日本專家請教主要議題如下，上開問題日本專

家並已於 104 年 9月 10日納入簡報內回應(簡報詳附件一)。 

(一)平時倒伏閘門設施檢查重點項目及頻率？ 

(二)倒伏閘門油壓動力系統保養及異雜物清除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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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倒伏閘門立起及倒伏操作順序建議？ 

(四)倒伏閘門故障異常之緊急排洪或取水措施？ 

另除上述 4 項倒伏閘門營運管理及維護操作議題外，本次

技術合作，本署及北區水資源局並向日本專家請教以下問題，

日本專家並於 104 年 9月 10日綜合座談回應如下表 3。 

表 3、其它交流問題及日本專家回應表 

項次 問題 日本專家回應 

1 就所知日本壩堰協會發行了好

幾套水工設施設計準則或維護

要領，這部分準則或要領在執

行時有強制性嗎?  

設計條件要遵守設計基準，但維護

要領僅作為參考使用。 

2 就您所知日本倒伏閘門之最

大尺寸是多大? 尺寸是否有

限制? 

1. 倒伏閘門沒有最大尺寸限制，尺

寸增大即會增加啓閉荷重，開閉

裝置必須加大其能力及回轉軸的

強度，惟會成為超大的設備。 

2. 日本最大的鋼製的倒伏閘門實績

為千代田分流堰(地點:北海道、

IHI 施工、寛 43.3mX3.91m 共 4

門)。 

3 倒伏閘門依據動力油壓缸操

作位置，我們區分為背撐式及

拉伸式兩種，請問兩者之差異

及優劣? 另外選用時有那些

應注意之事項?       

請參考鋼製起伏閘門設計要領形式

的選定(含優劣比較)。 

4 在日本(同本案工程)一般小

型堰或蓄水池，是否須設監測

系統? 如果有須設置主要之

監測標的為何?        

在日本關西電力公司所轄管的水

壩，監測系統主要作為放水開始前

下流河川的安全確認(進入河川的

人)為目的，設置 ITY 攝影機(動畫

影像。 

5 對於堰區地下水壓計，您們是

否設計成可更換式? 如果不

能更換異常時如何因應 ?            

因水壩建設時已埋設，無法作更換。      

6 PEB6 水壓計在安裝前壓力讀 較難想像會有壓力降低的狀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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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日本專家回應 

值正常，當安裝進孔洞後壓力

值就偏低，且明顯低於大氣壓

力，重新安裝結果相同，您知

道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想得到的應是電氣信號沒有正確的

轉換成壓力值，應向製造商確認。 

7 一般油壓系統之設計壓力為

70、140、210、280MPa，請問

有無特別意涵? 如果我們設

計油壓系統壓力為 100、150

或 200MPa，是否有何不妥或困

難?      

油壓系統是購入各種市售油壓部品

組合而成，因這些油壓部品的規格

為 70、140、210、250、280MPa，所

以閘門設計也採該規格作壓力設

計，用這些以外的設計壓力是不經

濟。   

8 鋼製倒伏閘門設計準則特別

介紹有保護「保護裝置」、「安

全裝置」及「付屬裝置」

(P151)，其間主要之差別為

何?     

1.保護裝置是保護油壓裝置及閘門

用的裝置，用於：(1)異常壓力防

止裝機器（溢流閥）、(2)異常壓

力檢出機器(壓力開關)、(3)上下

限限制開關裝置、(4)過濾器。 

2.安全裝置是人員安全用的裝置，

用於：(1)內燃發動機排氣管的安

全蓋、(2)覆蓋在旋轉部的蓋板、

(3)危險顯示板或類似物。                                                                                     

3.付屬裝置是配合控制方法的附屬

裝置，用於：(1)開度指示計、(2)

油面計、(3)空氣呼吸器。     

9 在日本或你們的經驗大型倒

伏門之啟閉控制，是以角度信

號、或極限開關亦或是壓力開

關作為控制信號源? 能否請

說明其間之優劣? 

1. 使用極限開關、控制在各角度停

止，另作為無法作正常開關時的

保護裝置時，也有用感應壓力及

以機械方式倒伏的機能。     

2. 在設置開度指示計的情形下，一

般是用角度信號，極限開關及壓

力開關只能檢測出全開及全倒的

狀態，如必須有中間開度的開度

指示，是要使用角度信號。請參

考 鋼 製 起 伏 閘 門 設 計 要 領

P154(1)參考開度指示計。 

10 在日本一般之倒伏閘門是否

有指派專人值勤操作? 亦或

是由其他人員兼任再依需要

至現場操作? 

閘門操作為由自動控制及公司人員

(専屬人)進行操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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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日本專家回應 

11 再一段時間我們準備執行攔

河堰蓄水測試，請問有何我特

別須注意之是向或您們對這

部分有所建議?   

設計水深時各種機能正常動作                                                              

及從閘門水密部無漏水等異常。 

12 一般鋼索式吊門機是否須設

自重下降機制?   

雖在出水閘門沒有設計自重下降的

機能，在取水口閘門有設計在緊急

時可自重下降關閉閘門的機能。 

13 關於倒伏閘門之操作，您的建

議是溢流操作抑或不溢流 ? 

是否有需特別考慮之處?      

倒伏閘門的操作是對應水霸水位操

作，叧外構造上，以溢流方式使它

排水(簡報資料另有說明) 。   

14 在日本倒伏閘門是否有設自

動高水位倒伏裝置? 或其他

監測值異常之連鎖倒伏機制? 

又此裝置就您的看法是否有

設置之必要性? 

倒伏閘門的操對應已設定的水位以

自動控制施行操作。另外，在突然

増加水位或機器故障，不能使用自

動控制使閘門倒伏(簡報資料另有

說明)。 

15 如果設置自動倒伏裝置突然

因高水位倒伏，下游河道水位

驟升這要如何因應?    

為防止操作失誤，有各種設備作維

護管理，萬一操作失誤而造成異常

放水的情形下，要馬上派員到下流

河川確認是有無危害發生。 

16 就您的認知正常情形下閘門

之上升/及下降速度分別約多

少? 閘門自重下降是否仍須

靠水壓? 

以排水閘門而言，每分鐘上升或下

降 30公分為標準。 

17 閘門倒伏時，油壓系統需要引

導壓力(PILOT)才能開啟逆止

閥，請問常態你們是採用同一

部泵亦或兩部泵(一部負責上

升，另一負責下降)?   

閘門用的泵為 1台。 

18 PISTON ROD 的材質一般為何? 

是否有採用鍛鋼包護不銹鋼

之作法? 另外油壓缸上方之

法蘭材質是否選用不銹鋼?    

PISTON ROD 的材質用 SUS304N2 或

SUS304 較多,表面處理為镀硬鉻,沈

於水下的油壓缸上的法蘭也有使用

不銹鋼。 

19 施工階段油壓缸安裝時有哪

些應注意事項？上下位置如

何選定或對正？   

請參考壩堰施設檢查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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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執行成效檢討 

為維持大漢溪河防安全及河川生態環境，中庄攔河堰採倒伏

閘門設計，閘門倒伏後貼近原河床，平時取水時閘門立起抬高水

位，而當颱洪期間則將閘門倒伏讓洪水順利通過，倒伏閘門每座

寬度 20公尺及高度 5.2公尺，完工後將成為臺灣於大型河川內首

座且為最大尺寸之倒伏閘門，包括大型閘門製作、安裝及動力系

統設置等均涉施工技技術均突破以往，並已開創臺灣水利建設新

頁及重大里程。 

經本案 104 臺日技術交流邀請日本關西電力公司藤岡政行、

川口雅樹及林發等 3 位專家來臺指導並分享日本倒伏閘門營運管

理與操作維護經驗，對於本署未來中庄攔河堰倒伏閘門營運維護

管理有莫大幫助，本次日本專家藤岡政行於專題簡報時特別就倒

伏閘門之平時檢查維護、油壓系統異物清除、倒伏閘門啟閉順序

及設施異常與緊急情形處理對策經驗分享並給予建議，後續本署

將落實計畫及工程設計理念並參考本案日本專家指導意見，於營

運前擬定中庄攔河堰營運維護計畫及其閘門操作規定，俾供未來

現場人員操作依循及維持攔河堰正常運作。 

為增進臺灣與日本雙方情誼並提升技術合作品質，本案技術

合作日本專家來臺指導期間，本署除全程派員陪同、交通接送及

安排口譯人員外，並於 104 年 9 月 8 日蒞署拜會行程由本署曹華

平副署長率北區水資源局陳肇成局長、邱忠川副局長、張庭華主

任工程司及相關單位人員接待並致贈文宣品表示感謝，另 9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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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 10日於本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及中庄攔河堰現地勘查與

綜合座談行程，本署北區水資源局陳肇成局長、邱忠川副局長及

張庭華主任工程司亦親自陪同並解說，且南區水資源局及水利規

劃試驗所亦均派員參與 104年 9月 10日日本倒伏閘門營運操作經

驗分享並進行綜合檢討，期間技術交流熱絡，對雙方參與人員之

工程經驗及專業技術均有正面助益與提升。 

本案技術合作已於 104年 9月 8日至 11日圓滿順利完成，來

臺日本專家除提供本署大倒伏閘門營運管理與操作維護經驗與中

庄調整池攔河堰未來操作維護建議外，並另提供日本水庫堰壩攔

截漂流木及沉木經驗供本署參考。本案技術合作現地交流雖僅有 2

天(另含來臺及離臺各 1 天)，惟本署於日本專家來臺前即已提送

擬請教問題，俾利日本專家能掌握問題並預作準備。 

本案技術合作本署參與人員均獲益良多，對未來中庄攔河堰

工程完工後營運管理確有正面助益，後續本署將落實工程設計理

念並持續蒐集國外大型倒伏閘門營運管理與操作維護相關技術，

俾提升我國水利技術並與國際接軌。 

日本專家離臺前特別表達:「感謝臺灣及本署熱情接待與技術

交流，除期待後續能持續交流外，並期待下次來臺灣時可看到中

庄攔河堰已正常營運並發揮功能，謝謝臺灣!」。由上述日本專家

離臺意見，足可見促進技術合作成效外，並已有增進臺灣活絡外

交及拓展國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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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4年 7月 27日經濟部國際合作處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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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本專家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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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技術合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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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署曹副署長致贈日本專家藤岡政行文宣品 

 

 

 

圖 2、本署人員與日本專家於石門水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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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本署北區水資源局簡報中庄攔河堰倒伏閘門設計理念及營運操作構想 

 

 

 

圖 4、日本專家現勘石門水庫分層取出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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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日本專家現勘石門電廠發電情形 

 
圖 6、與日本專家於石門發電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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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日本專家現勘中庄攔河堰工程 

 

 

 
圖 8、日本專家現勘中庄攔河堰工程及現場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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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日本專家現勘中庄攔河堰工程及現場解說 

 

 

 
圖 10、中庄攔河堰工程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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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日本專家倒伏閘門營運操作維護專題報告 

 

 

 
圖 12、日本專家倒伏閘門營運操作維護專題報告與會人員聆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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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日本專家倒伏閘門營運操作維護專題報告 

 

 

 
圖 14、日本專家倒伏閘門營運操作維護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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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日本專家倒伏閘門營運操作維護專題報告 

 

 

 

 
圖 16、綜合座談會後於石門水庫與日本專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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