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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由於本和里地區地勢較低，里內集合式大樓林立，相形在防

汛期間之排洪的極具重要性，水工處除於該里內設置抽水站，並

增加上游金獅湖蓄洪功能外，更於 92 年在位於抽水站旁，結合濕

地公園生態型式，設置了本和里滯洪池約可蓄洪 11 萬噸的水量，

以加強改善因豪大雨時無法適時抽排水及 K 幹線滿載的危機。本

和里滯洪池面積三點一四公頃，工程依據高雄市二十年降雨頻率

規劃，蓄水容量為十萬立方公尺，配合上游金獅湖蓄洪調控十五

萬立方公尺，可吸納來自高雄縣仁武、鳥松的外來洪水，有效消

除本和里及本館里一帶低窪區的淹水問題，對本和里排洪整治有

相乘的效果。 

高雄市為水岸花香的城市，本和里滯洪池工程完工後市府下

水道工程處還選定其它五處地勢低漥的地區興建滯洪池，分別是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及寶珠溝一帶的籃球場、寶珠溝及愛河上游

一帶的體育用地、自由路與愛河天祥路一帶、三民一、二號公

園、台泥礦區一帶等串連成濕地廊道之綠帶，成為北高雄生態綠

廊的重要環節，故滯洪池工程結合溼地生態之設計，對高雄市都

會發展及全體市民居有重大的意涵。  

摘要   

滯洪池多功能效益之展現 

─以高雄市本和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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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部份土地皆已依規劃利用，排水防洪系統可擴充之

腹地相當有限，再加上高雄市多數排水幹線處於感潮區內，問題

較為複雜，防洪能力非單以拓寬渠道所能提升，全面加高堤防阻

絕親水亦不易為民眾所接受，因此，施設都市滯洪池，俾提昇市

區排洪效能，讓雨量超過市區設計排洪標準時，仍可充份進行預

警，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2001 年 7 月 11 日潭美颱風為高雄

地區帶來超過百年頻率之豪雨，市區多處淹水，經由國立成功大

學防災研究中心就高雄市防洪排水進行檢討規劃，建議於市區施

設六處滯洪池（位置詳圖 1），其總面積為 37.54 公頃，興建後可

確保高雄市河川達到二十年一次排洪頻率標準。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一帶為低漥地區，且適位於覆鼎金圳、

金獅湖、小 K 幹線和 K 幹線交匯口，因明誠路 K 幹線係以五年一

次頻率洪峰流量為設計基準，其有效容量受限無法迅速排流集水

區積水，故每逢颱風暴雨即發生淹水現象，故 91 年 1 月 31 日承

市長裁示積極辦理三民區本和里滯洪池。有鑑於此，高雄市政府

乃根據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之「災害管理政策與施政策略執行

方案 91 年度」針對都市型水災管理政策與施政策略之建議，妥善

運用公共設施用地，結合生態、防洪、景觀、休閒及給水等多功

能標的，規劃設置生態滯洪池，也積極與本和里居民協調研商後

決定採行生態工法興建滯洪池。 

規劃階段已針對整體排水及都市發展相關環境影響因素，納

入整體考量，主要課題包括：參考附近環境景觀整體規劃兼滯洪

與遊憩功能、考慮環保生態工法、配合相鄰公園整體規劃、基地

未來使用標的及植栽配置之適宜性等。本和里滯洪池採生態親水

池岸設計，結合綠美化工程，兼具休憩功能，且施設目標除以減

輕本市低窪地區水患衝擊並與減輕對周遭環境衝擊外，在池邊不

施設串聯的圍籬並以緩坡代替，讓居民不是避開而是親近，使滯

洪池與社區結合，增加市民休憩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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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設計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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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區排水系統主要Ｋ幹線排水為主軸，Ｋ幹線（小Ｋ幹線

匯流處）上游集水區範圍包含覆鼎金圳流域及小Ｋ幹線流域，東

至高雄縣鳥松鄉山腳路，北至高雄縣市交界處，南至澄明路，面

積約達 500 公頃；下游則有 G、I、J 等幹線匯入，如圖 2 所示，

滯洪池與排水系統關係示意圖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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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市區施設六處滯洪池位置圖 

二、集水區現有排水現況   

本區域（本和里）為地勢低窪區域，降雨時區域內之積水無

法經由 K 幹線排水排流，且區域外之地表漫流自然匯流至本低窪

區，且 K 幹線及小 K 幹線之設計再現期為 5 年（民國 65 年規劃，

集流時間 22.5min，105.26mm/hr），經水理分析後得知若金獅湖

洩洪，且發生再現期 10 年之降雨強度之降雨，K 幹線會發生超過

其規劃設計之排水能力，恐造成迴水溢流至低窪區之情形，圖 4

為本和里、本館里一帶低漥區淹水區域圖。  

三、淹水原因說明  



（一）計畫目標 

位於三民區本和里莊敬國中預定地（位置如圖 5），其面積

3.14 公頃內設置一座滯洪池，深為六公尺，並以緩坡施設。依據

高雄市 20 年降雨頻率規劃，其計畫容量為 100000 立方公尺，配

合目前已完成之金獅湖挖除淤泥工程吸納來自高雄縣仁武、鳥松

的外來洪水，可有效消除本和里及本館里一帶低窪區之淹水問

題。 

 

（二）計畫原則 

本滯洪池規劃階段已針對整體排水及都市發展相關環境影響

因素，納入整體計畫原則考量，主要課題包括： 

1、參考附近環境景觀整體規劃兼滯洪與遊憩功能 

2、考慮環保生態工法 

3、基地未來使用標的 

4、植栽配置之適宜性 

5、廢土之處理與應用 

6、考量清潔管理維護之適宜性 

7、配合相鄰公園整體規劃 

8、現有抽水設施之檢討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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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目標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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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集水區現有排水現況  

圖 3  滯洪池與排水系統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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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和里、本館里一帶低漥區淹水區域圖  

圖 5    本和里滯洪池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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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內容 

1、因應本和里低漥地區排水需求，設置區域排水截流系統，將外來

水阻絕，避免區域地表漫流集中於本和里低窪區。 

2、全區除必要功能之地面採不透水面之外，全面進行植栽綠化設計

總綠化面積 3 公頃（佔基地面積 77%），除工程設施外，全面採用

生態工法設計施工。 

3、現有公園設置地下式沉砂池、調洪池及管理中心機房各一座。 

4、為減少對四圍住戶之干擾，沿基地四周設十公尺隔離綠帶 

5、第一期工程包含抽水站、抽水機、調節池、滯洪池之設置，本處

業已於 94 年度完成，目前正辦理第二期工程，其內容包含本和里

區域內之截流設施及阻水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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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時 K 幹線水位低於 EL ： 2.7M 時，調節池內之污水排入 K 幹

線。 

2、當豪雨來臨，且雨勢持續時，K 幹線水位達 EL ： 2.7M 時，關

閉調節池至 K 幹線閘門，並開啟調節池至抽水站閘門啟動滯洪系

統，讓雨水進入抽水站內，使雨水經調節池導入抽水站開始滯洪。

（若調節池水位達 EL ： 3.0M 警報）  

3、當洪水進入抽水站時，若 K 幹線水位低於 EL ： 4.2M，抽水站

水位達 EL ： 3.0M 時，啟動抽水機將雨水排至 K 幹線，至站體水

位達 EL ： 0.0M 時停止。 

4、當 K 幹線水位高於 EL ： 4.2M 時，抽水站水位達 EL ： 3.0M

時，抽水機將雨水引至滯洪池。 

5、待雨勢停歇，K 幹線內水位消退至 EL ： 4.2M 時，開啟閘門讓

滯洪池雨水回流至抽水站，啟動抽水機將雨水引入 K 幹線，至站

體水位達 EL ： 0.0M 時停止，恢復停機待命狀態。 

6、若滯洪池水位達 EL ： 5.5M（於現場高燈燈桿標示）時，啟動

發電機及抽水機將滯洪池之水量排放至 K 幹線。 

五、本和里滯洪池抽水站標準操作程序  



82 

平常運作時 1.SG101 開 

2. SG102B、SG102C 關

3. SG103A、B、C 關 
4.SG104 關 

5.SG105A、B 關 

K 幹線水位 調節池之水排入 K 幹線 

1、豪雨且持續時，SG-101

關 SG-102B、SG-102C

開，將調節池之水量引

入主站體 

2、調節池水位達 EL3.0M 警

報 

K 幹線水位 

主站體水位達 EL3.0M 時。 

啟動發電機、蝶閥與抽水

機，將主站體之蓄水排放

至 K 幹線 

主站體水位達 EL3.0M 時。 

啟動發電機、蝶閥與抽水

機，將主站體之蓄水抽排放

至滯洪池 

小於 2.7M 

>=2.7M 豪雨且持續時 

< EL ： 4.2M 

>= EL ： 4.2M 

滯洪池水位 

主站體水位達 EL3.0M 時。 

啟動發電機、蝶閥與抽水

機，將主站體之蓄水抽排放

至 K 幹線 

主站體水位達 EL3.0M 時。 

啟動發電機、蝶閥與抽水

機，將主站體之蓄水排放至

滯洪池 

<EL ： 5.5M 

>=EL ： 5.5M 

圖 6   本和里滯洪池抽水站標準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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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勢停，K 幹線水位

< EL ： 4.2M 

1. SG103A、B、C 開 

2.SG104 開 

將滯洪池水量全部排放至 K 幹線。 

恢復機組成待命狀態 

圖 6   本和里滯洪池抽水站標準控制流程  (滯洪池排洪程序 ) 

本和里週邊下水道工程處除了配合滯洪功能，也注入親水池

岸的概念，於滯洪池畔植栽綠化工程，增加民眾休憩的機能（滯

洪池配置圖詳圖 7 ∼ 9，照片 1 ∼照片 8 為滯洪池照片）。故本和

里滯洪池工程獲得濕地聯盟協助，由左營洲仔濕地移植本土性水

生植物香水蓮花、四季觀音蓮及印度杏菜等至滯洪池種植（本和

里滯洪池薪傳活動照片如照片 9 ∼照片 12），除了滯洪的功能，

還有濕地廊道串聯的意義，獲環保團體高度肯定。故本和里滯洪

池不僅有蓄水功能，結合植栽和綠化工程，儼然像是一處風景優

美的水岸休憩區，使得淹水窪地變生態滯洪池，高雄市本和里首

建範例，並深獲居民好評。  

六、淹水窪地變生態滯洪池，高雄市本和里首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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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滯洪池配置圖  

圖 8    滯洪池東西向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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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里滯洪池為全國首座都市型防洪滯洪池，兼具考量環保

生態工法、配合相鄰公園整體景觀及高雄市推動濕地生態廊道之

構想，兼具滯洪與遊憩功能，目前為為市民休閒好去處，一座美

麗之公園完成後，在公部門人力不足下，端賴熱心志工之巡守維

護，滯洪池志工成員由熱心公益之林紀美里長，結合里內熱愛鄉

土里民及社會人士組成，有共同理念與興趣為社會服務，誠屬難

得（志工活動 

如照片 13 ∼照片 16）。相信在隊長及志工伙伴之努力下，

本和里滯洪池濕地公園將成為全市最清潔的市民遊憩場所。近幾

年來高雄市府發展水岸景觀，如愛河、後勁溪、前鎮河、五號船

渠、本和里滯洪池濕地之整治，成效卓著，已成為遊客至高雄遊

憩觀光之重要景點。因此這些景觀設施之維護管理更顯其重要，

而河川志工的共同努力，實為本市亮麗水岸花香城市不可或缺的

幕後英雄。 

七、提昇社區居民愛鄉護土意識  

圖 9    滯洪池南北向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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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生態水池 照片 2  碎石步道 

  
照片 3  周邊植栽 照片 4  抽水站及籃球場 

  
照片 5  擋土牆（1） 照片 6  擋土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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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調節池閘門 照片 8  調節池 

  

照片 9  本和里滯洪池薪傳活動(1) 照片 10  本和里滯洪池薪傳活動(2) 

  

照片 11  本和里滯洪池薪傳活動(3) 照片 12  本和里滯洪池薪傳活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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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  志工授旗大會 照片 14  志工教育訓練 

  
照片 15  志工維護滯洪池（1） 照片 16  志工維護滯洪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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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里生態滯洪池完工後之效益計有如下數項： 

1、本計畫可達到調節覆鼎金圳、金獅湖、小 k 幹線及 k 幹線

洪峰流量的功能，符合本市 20 年一次暴雨頻率滯洪量至少為十萬

立方公尺的需求，確實維護市民自身財產之安全。 

2、經由多次與相鄰住戶並與自然保育生態協會（NGO）之

人員的溝通，充分了解當地居民的期待與建議，對整體計劃加入

社區關懷，對工程進行及日後之維護管理導入良性循環。 

3、本工程以生態工法設計施工，對地下水涵養與中水資源之

再利用，提供一良好的實驗工場。 

4、經由配合上游金獅湖湖域的滯洪調控操作，對愛河流域的

水位調控產生明顯之幫助，對愛河沿岸低窪地區之水患達到減輕

之效果。 

5、配合周邊環境規劃提供親水遊憩空間，改善鄰近生活環境

品質，提昇都市街景意象，對社區再造提供良好影響力。 

6、另為配合擴大溼地方案，以期配合符合生態原則的營造方

式，引入合適的植栽，建構各種生物棲息、活動、覓食及生存的

環境，達到維持生物多樣性的目的。並結合水域景觀改善，以美

學的觀點，柔化都會水泥叢林的面貌，使其成為豐富且自然美學

的溼地生態系。  

八、工程效益說明   



本和里滯洪池工程之外，市府下水道工程處還選定其它五處

地勢低漥的地區興建滯洪池，分別是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及寶珠

溝一帶的籃球場、寶珠溝及愛河上游一帶的體育用地、自由路與

愛河天祥路一帶、三民一、二號公園、台泥礦區一帶 

等串連成濕地廊帶（圖 10 生態綠廊），故滯洪池工程結合溼

地生態之設計，對高雄市都會發展及全體市民居有重大的意涵：

一方面讓防汛期間本滯洪池除作為都市滯洪使用之外，平時可兼

作都市生態景觀、休憩及生態教育設施使用，更可結合各級學校

成為發展鄉土化生態教育的場域，為高雄市民提供另一個休閒及

體驗大自然的好去處；再者，高雄市位處亞熱帶，長年高溫少

雨，氣候炎熱，加上都會區高樓建築林立，使都市的溫度居高部

下，增加溼地環境，不但可以調節附近地區的微型氣候，降低熱

島效應，改善空氣污染狀況，間接的也會降低冷氣機等能源的使

用，因此對市民的整體健康也會有所幫助；另一方面則可以增加

都市生態豐富度，讓水鳥、蛙類、螢火蟲及多樣的水域生物多一

處棲身之所，並串聯鄰近地區的綠帶，成為北高雄生態綠廊的重

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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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高雄市生態綠廊串聯  

圖 10   生態綠廊  



高雄市為水岸花香的城市，從工業轉型為觀光休閒的城市，

必須要有幾處具有代表性的景點讓觀光客驚艷，目前市府正積極

朝國際級景點規劃的左營蓮池潭、金獅湖等就是要讓外國觀光客

來台灣必去的地方，高雄的心臟區有一個重大工程即將啟動，即

高雄市工務局推動的愛河溯航計劃子計劃愛河生態滯洪池工程已

於 95 年 2 月 13 日舉行動土典禮，將於博愛路兩側開挖一至二公

頃面積的東、西湖，具有滯水防洪、碼頭及迴船湖功能的生態

池，耗資新台幣一億五千萬元，透過生態滯洪池的上溯計劃，不

但建立防洪的基礎，更提供市民重新回到生態與人之間對話的體

驗，若能夠吸引觀光人潮並帶動地方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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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高雄市生態滯洪池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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