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田水利會搭排申請疑義說明

一、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91.12.1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訂)

　　第20條：水利會應經常檢驗其事業區域內之灌溉用水水質。

　　第21條：水利會所屬之灌排系統，未經水利會之同意，不得擅自排放廢（污）

　　　　　　水；灌溉專用渠道則絕對禁止排放廢（污）水。

二、臺灣省灌溉事業管理規則(88.6.30經濟部經頒訂)

　　第26條：管理機構應經常檢驗其轄區域內之灌溉用水水質

　　第29條：流入及介入之水體應先經適當處理，不符灌溉用水水質標準時主管機

　　　　　　關應限制或禁止之。

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90.4.26內政部及農委會會銜頒訂)

　　第9條：農舍之放流水應符合放流水標準，並排入排水溝渠。放流水流經屬灌

　　　　　 排系統或私有水體者，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排入灌排系統者，應經該管理機關（構）同意及水利主管機關核准。

　　

水利會辦理跨領域青年農民耕作座談會，邀請不同經營類型

農耕青年朋友，以座談方式，暢談耕作甘苦及種植經驗交流分

享。會中並邀請宜蘭大學經濟系黃主任璋如，及花蓮農改場蘭

陽分場楊股長素絲參與，對農青們所面臨到的困難，給予審視

、指導及提出建言。藉此活動交集眾人經驗，集思廣義以提升

農作生產量，本會也將陸續再邀請學者專家予以現場協助指導

，為幸福農村挹注正面經營力量，達到「農富」目標。

為慶祝104年水利節活動，6月3、4日二天，由許會長親自率隊，並在地熱心

農民、志工參與下，於十個工作站轄區同步舉辦「圳路人工除草作業」，希望

藉由本次活動喚起全體會員共同來維護水圳潔淨與暢通。

7月18日於冬山鄉萬長春水門公園舉辦「農情風旅柯林圳農作體驗」，為感念早期農民對於

農田的重視，用傳統拜田頭方式呈現純樸台灣人敬天拜神的禮數，並重現吃割稻飯及用脫穀

機、人工下田搬運稻穀等情景，以體會早期人力從事農務的辛勞。

活動內容讓民眾體驗傳統割稻、焢土窯、推

石磨、挑扁擔及作草粿、米苔目DIY等。又安排

百年水圳解說、古農具文物展示、農田水利建

設成果展示，讓與會民眾體認並感受傳統農作

的辛勞，重新喚醒民眾保護農田的重要。

會員子女獎(助)學金

本會會員子女獎（助）學金今年已邁入

第5年，為激勵會員子女努力向學，成績

進步，申請資格以103學年、102學年前後

二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進步2分以上者，(另

大專組並應以辦理就學貸款核准有案者)

即可申請，敬請符合資格者踴躍申請。

申請期間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月15日

止，申請書請於本會網站下載列印或至本

會及各工作站索取。

逗陣來去
學電腦

▲民眾熱情體驗割稻樂趣 ▲人力操作脫穀機▲人力操作脫穀機

▲同心協力將圳路恢復暢通▲同心協力將圳路恢復暢通

▲活動前合影並進行任務分配▲活動前合影並進行任務分配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簡稱CEDAW）是一項有關婦女權利的國際公約，其內容詳列各項性

別平等權利，包含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權等。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

國際人權主流價值，因此在此宣導，誠摯歡迎女性朋友參與水利會選

舉或相關事務，以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性別平等。 
本會訂於104年9月份辦理會員電腦研習課

程：數位生活雲端應用班（課程內容：電腦

基礎入門、Google網路資源應用、EXCEL精

算生活大師...)，8/15日起開始預約接受報

名，額滿截止，課程內容豐富，敬請踴躍報

名。(報名網址http://www.ilia.gov.tw   

    或電洽:9255000轉資訊室)

　經濟部及農委會據水利法第63條之4規定，亦分別訂有臺灣省灌溉事業管理規

則及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該二者並皆明載水利會所屬之灌排系統，

未經水利會之同意，不得擅自排放廢（污）水之相關規定。復據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辦法規定，農舍於申請建造執照應備具該放流水搭排之同意文件；加以每

宗甲、乙種建地動輒興建數十戶，其較之單戶農舍，更焉有不須事先取得搭排

第1次採水檢測結果，有28%渠道水質不符灌溉用水標準

四、灌溉用水水質標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2年1月7日農林字第0920031524號公告)

農會理事長，並於執行階段亦函文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農會理監事等。

　復為維護農民興建農舍權益，本會於辦理第一階段水質採樣時，業就已錄案

而有搭排需求之農舍申請案(計5件)及依上揭公告補申請之甲、乙種建地申請案

(計11件)，優先納入採樣對象，俾縮短其將來申辦期程。

同意之理？

　現水利會為保障農業生產環境之水資源安全，將視水質檢驗結果做為行使搭

排同意權之依據，並謹遵三原則：1.灌溉渠道絕對禁止搭排；2.有迴歸水使用

之渠道則從嚴審查；3.污水下水道接管完成地區禁止搭排，以降低水質污染發

生機率。

　　邇來本縣農會及部分建商經常於公開場所及報章媒體刊登廣告，曲解本會全面停止受理搭排、檢測渠道水質
之立意，爰為避免本會執行法令之規定事項遭有心人士過度解讀，茲將說明搭排之法令依據及本縣近年灌溉水質
良窳趨勢變化，以正視聽（本會業將回復宜蘭縣農會之函文公告於網頁�w�w�w�.�i�l�i�a�.�g�o�v�.�t�w）。

合格渠道 酸鹼度 電導度 懸浮固體 氯鹽 硫酸鹽 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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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第1次渠道全面水質檢測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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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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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水質檢測不合格件數統計表
不合格項目 限值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一般項檢測渠道數 26 25 19 37 39 218 699

5度鹼酸

9381057度導電

懸浮固體 100 7 2 17 31 143

9131571鹽氯

011002鹽酸硫

92163413)氮氨(氮總

326率著吸鈉

重金屬檢測渠道數 26 25 19 37 39 1,057 699

鎳 0.2

鎘 110.0

鉛 11.0

不合格項次合計 2 1 8 10 17 81 346

不合格率 0.4% 0.2% 2.1% 1.4% 2.2% 4.5% 6.2% 3

0.40% 0.20%

2.10%
1.40%

2.2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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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歷年水質檢測不合格率趨勢圖

備註：重金屬超標：102年2項次；103年1項次。
            微量重金屬：102年60項次；103年20項次。

　綜觀歷年水質檢測數據及趨勢圖顯示，宜蘭地區灌溉水質正逐年惡化，此係

近年農舍及甲、乙建地集合住宅大量興建，其所產生之廢污水皆排放於農田灌

、排渠道所致。

　是為確實掌握轄區灌溉水質狀況，本會於本(104)年5月26日公告全面停止受

理搭排水之申請，並將檢測各農田排水渠道水質，且此曾於公告前即已告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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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限 值 項 目 限 值
水溫 35 汞﹙Hg﹚ 0.002
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 6.0~9.0 鉬﹙Mo﹚ 0.01
電導度（EC） 750 鎳﹙Ni﹚ 0.2
懸浮固體物（SS） 100 硒﹙Se﹚ 0.02
溶氧量（DO） 3以上 釩﹙V﹚ 0.1
氯化物﹙Cl-﹚ 175 鋅﹙Zn﹚ 2.0
硫酸鹽﹙SO4

-2﹚ 200 鈉吸著率﹙SAR﹚ 6.0
總氮量﹙T-N﹚ 3.0 殘餘碳酸鈉 (RSC) 2.5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5.0 鋁﹙Al﹚ 5.0
油脂 5.0 砷﹙As﹚ 0.05

鈹﹙Be﹚ 0.1
鈷﹙Co﹚ 0.05 硼﹙B﹚ 0.75
銅﹙Cu﹚ 0.2 鎘﹙Cd﹚ 0.01
鉛﹙Pb﹚ 0.1 鉻﹙總﹚﹙Cr﹚ 0.1
鋰﹙Li﹚ 2.5 鐵﹙Fe﹚ 5.0
錳﹙Mn﹚ 0.2



　甫於6月29、30日舉辦之2015年台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研討主題為：「水

田環境、水質污染及灌溉水質淨化」，來自日本地域環境資源中心（JARUS）的

井原 昭彥部長介紹日本隨著鄉村的都市化及工業發展，過多的廢污水介入灌溉渠

道，農業灌溉用水水質惡化，進而影響農作物生產及周邊生活環境。相較現今臺

灣農業區土地使用紊亂、農舍及住宅搭排數量急遽增加及違規使用情形不斷，我

們面對日益嚴重的農業環境及灌溉水質污染問題更加嚴峻，而日本的農村水質保

護作為值得我們借鏡，茲摘要如下：

農村地區特性
　農村的居住密度較都市低、有遼闊的農田。農村中有日常生活水源與灌溉用

水、同時也可循環利用於下游地區（水資源之循環利用）。此外，循環過程時，

農田、河川及供水路可啟動自然淨化。

 

農村排水工程：藉由排水工程的施設,處理生活污水減低污染 

農村排水處理施設之構成

適合農村形態的污水處理系統：從村落與住家的分布狀況、水

循環系統維持及自然淨化機能的有效活用觀點並以一～數村落單位來計算，小規模

分散型污水處理方式較為合適。

再生水水質：檢測一般地區的農村排水施設處理性能，BOD20mg/L、SS50mg/L以下。實

　　　　　　際檢測再生水絕對沒有問題。

再生水利用方式：從農村排水施設產生之再生水排放於排水路與河川等處，約79％

　　　　　　　　的地區循環利用於農業灌溉。

污泥再利用：農村排水施設產生之污泥約69％可還原使用於農地，日本多

數地區花費很多心力於資源循環上。

　　　　污泥與稻殼等混合發酵，產生之污泥肥料可還原使用於農地

 

農村排水設施設置地區
1.自1973年政府補助設置農村排水設施開始，迄今日本全國已有約5,100個地區可

　使用農村排水設施。

2.全日本的農村排水設施整備人口為339萬人次，相當於佔總整備對象人口385萬中

　的88％。

微生物污水處理的方法

－- 污水處理程序

污水的處理狀況

 

　前述日本經驗，透過農村排水的施設及補助措施，將農村生活污水經由小規模分

散型污水處理方式，淨化其水質後再進行排放。處理後的水，不僅不致污染下游水

質，更可作為再生水資源進行農業灌溉，而污水處理後產生之淤泥亦可再生作為農

地肥料，不僅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並可促進農村之資源循環利用。

　目前我國法令規定農地原則可開放1/10面積興建農舍，建議政府在執行時應規劃

農舍集中興建於「農業生活區」，而原農地剩餘之9/10面積嚴格限制僅能作為農業

生產使用，即為「農業生產區」，如此對地管理才能確保農業永續發展，並有利於

水資源循環利用。

人口密度小

小村落散佈各處

日本農村形態 日本農村特徴

擁有廣闊的農田

供水路與岸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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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規
模
集
中
型

小
規
模
分
散
型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環境組張大偉組長於「2015年台

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發表有關「生活污水對農業

環境之衝擊與其淨化技術」之專題，係研究生活廢污

水搭排對農業用水影響狀況分析並以本會員山工作站

為例，以下謹摘錄相關內容供大家參考：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每人每日

生活污水產生之污染量約為BOD5 40g，其中糞尿約占

13g，其他生活污水約占27g，而採用化糞池處理生活

污水時，約只有32.5%(13g/40g)之污染量經過處理，

其他則直接排放。

生活污水內含有微生物生長所需的有機物和營養鹽

，營養鹽主要可分為氮和磷，成分包含60％的有機氮

和40％的氨氮；氮的主要貢獻來源為廁所，人工合成

清潔劑則為磷的主要來源，另近年亦常於環境水體或

污水處理場廢水中檢出包括藥物、個人保健用品、內

分泌干擾物質(環境荷爾蒙)與飲用水消毒副產物等新

興污染物質。

 

 

 

員山工作站轄內916戶農舍搭排水，除排入專用排

水渠道外，所轄茄苳林排水、金覆興排水、浮洲排水

與吧荖鬱排水等四條迴歸利用渠道，亦分別承受62、

27、51與93戶農舍或集村住宅之生活廢污水排放，是

搭排戶數較為集中、搭排強度較高的迴歸利用渠道。

這四條迴歸利用渠道之灌溉水質其氨氮(0.01–27.8 

mg/L)及浮固體量(0–293mg/L)兩個項目超過灌溉水

質標準限值，不合格比例為25%。

氨氮雖為生物生長的重要營養元素，但氮素吸收過

多，容易導致水稻葉色濃綠，植株軟弱徒長易倒伏，

其抵抗病蟲害的能力亦降低。過量的營養鹽提供水生

植物、藻類大量生長，導致水體溶氧降低、惡臭、水

中生物死亡、孳生蚊蠅與病源菌，將對長期接觸灌溉

水的農民身體健康及整體環境衛生造成影響，同時渠

道中濃密的水生植物與雜草會減少通水斷面，除影響

供水外，豪大雨時期洪水不易宣洩也容易造成淹水。

 

溼地係藉由水生植物及生存於底層填料介質中動物

或微生物所組成之獨特性水域生態環境，其產生物理

、化學及生物機制，將污水之各項污染物質，如水中

懸浮固體物、有機物、氮、磷等，透過水生植物新陳

代謝之吸收作用與光合作用移除，或透過微生物淨化

機制處理有機氮、有機磷、有機碳進行分解

 

依污水流動方式，可分為：表面流人工溼地系統與

地下流人工溼地系統種類，表面流人工溼地系統

(Free Water Surface System，簡稱FWS)係溼地的水

面高於土壤表面，亦指污水可以在人工溼地之表面上

自由流動，並藉由水池、底泥層土壤與水生植物等組

合，透過物理、化學、生物等各項機制來改善水質之

處理系統。 

 

地下流人工溼地系統(Subsurface Flow System，

簡稱SFS或SSF)又被稱地下流人工溼地系統，係溼地

水位面在過濾介質材料界面下之一種現地淨化水質處

理系統。其利用溼地內之碎石或礫石等過濾介質材料

，並在溼地之開放水域間配合水生植物栽種，透過污

水地下流方式接觸過濾介質材料機制，進一步過濾污

水中顆粒，與轉化水中營養鹽等機制來改善水質之處

理系統。

農舍污水淨化設施之技術與可行性方案方面，建議

可採用濕地淨化及綠色環保或天然廢棄物等資材(如

牡蠣殼)，利用過濾、沉澱、吸附及生物降解等方式

降低生活污水污染量。

農業為立國基礎，土地永續才能提供萬物世代所需

，而糧食成為維繫人類生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本

會全面辦理渠道水質檢測工作，係為治標而非治本之

道，建議相關單位仍須研討農舍污水淨化設施之技術

與改善可行性方案，以降低農舍生活污水對稻作及環

境衛生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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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NH3+-N 分析表

懸浮固體量 SS 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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