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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近年積極配合推動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建置及

提升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已推動用戶接管的行政區共 12 區 (東、

中西、南、北、安平、永康、新營、柳營、官田、安南、仁德、歸仁)，

目前建設中為安平、虎尾寮、柳營、官田、仁德、永康及安南等 7 處

污水系統，已分期分年陸續接管中，另為加速鄰近區域推動，新營及

鹽水分區納接入柳營系統，六甲分區納接入官田系統，部分南區、東

區及北區分別納接入安平、仁德及虎尾寮系統。 

近年來，在極端氣候的影響下，短時強降雨的氣候型態在世界各

地頻傳。往往在颱風及外圍環流影響下，為全臺帶來豐沛的降雨量。

也因此臺南市 37 個行政區降雨情形已然超過排水、雨水下水道及側

溝保護標準。 

為獲取國外之污水下水道新建及處理技術觀摩，於 2024 年 7 月

29 日~2024 年 8 月 2 日由本局同仁等一行 5 人，前往日本東京等地參

訪。以參加日本東京「2024 日本下水道展」及與「日本下水道協會交

流」為主軸，另參訪「彩虹下水道館」、「首都圏外郭放水路」「荒

川水循環中心」等水處理及防洪設施。 

本次出國考察計畫瞭解到日本目前下水道遇到的問題，據以為借

鏡。也藉由日本執行運作經驗及最新技術展示，可運用至本市下水道

操作、維護及管理之方針，期打造承洪韌性都市及以使市民擁有更好

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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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 

 

人員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  

王國安 專門委員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黃群堯 正工程司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綜合企劃科 

余嘉倫 副工程司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水利行政科 

張揚琮 幫工程司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污水新建工程科 

許美慧 約用人員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污水養護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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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緣由 

 

(一)污水下水道建設及後續維護管理 

污水下水道為都市健全發展之重要公共設施，深刻影響民眾

之環境生活品質，污水下水道都做在地底下，是看不到的建設，

為了提供給市民健康的優良居住環境，臺南市積極推動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分區、分期、分年循序漸進辦理各系統水資源回收

中心、主次幹管、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工作，展現效益。臺南市

政府為了提供給市民健康的優良居住環境，多年來積極推動污水

下水道系統建設。目前建設中為安平、虎尾寮、柳營、官田、仁

德、永康及安南等 7 處污水系統，已分期分年陸續接管中。已核

定新營及鹽水區納接入柳營水資源回收中心，六甲區納接入官田

水資源回收中心，東區及部分南區、北區納接入仁德、安平、虎

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以達充分利用既有水資中心之餘裕量並且

縮短建設期程。污水下水道建設為現代都市所必須的公共設施之

一，截至 2023 年底，臺南市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已達 27.94％，

累計接管戶數為 20 萬 3,029 戶，預計至 2024 年底，臺南市公共污

水下水道普及率達 29.5%、累計接管 21.5 萬戶以上，逐步大幅改

善臺南市居住環境品質。 

(二)防洪與治水，打造承洪韌性都市 

近年來，在極端氣候的影響下，短時強降雨的氣候型態在世

界各地頻傳。往往在颱風及外圍環流影響下，常為全臺帶來豐沛

的降雨量。也常因瞬間暴雨常常然超過排水、雨水下水道及側溝

保護標準而致災。因此因地制宜的防洪與治水對策顯然相當的重

要，打造承洪韌性都市為重要的課題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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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過程 

4-1 參訪行程 

為獲取國外之污水下水道新建及處理技術觀摩，於 2024 年 7

月 29 日~2024 年 8 月 2 日由本局同仁等一行 5 人，前往日本東京

等地參訪。以參加日本東京「2024 日本下水道展」及與「日本下

水道協會交流」為主軸，另參訪「彩虹下水道館」、「首都圏外郭

放水路」「荒川水循環中心」。 

 

表 4-1  考察內容及重點 

日期 研習內容 研習重點 

7/29(一) (上午班機)移動日  

7/30(二) 

~ 

8/1(四) 

1. 東京都彩虹下水道館 

2. 2024日本東京下水道

展 

3. 日本下水道協会交流 

4. 荒川水循環中心 

5. 首都圏外郭放水路 

1. 互動展覽和實際體驗

下水道系統 

2. 下水道工法及維護方

式 

3. 與日本下水道協會交

流 

4. 水處理技術及廠區營

運簡介及提問交流 

5. 防洪排水系統觀摩 

8/2(五) (下午班機)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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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程內容 

(一) 參訪東京都彩虹下水道館 

東京都彩虹下水道館位於台場有明地區，由東京都下水道局

營運。藉由樣品展示和實際體驗來瞭解東京公共衛生的維持與日

本下水道系統的原貌。 

位於東京江東區有明再生水中心內，館內以模型重現了平時

無法進入的下水道系統，以「看得到的下水道城市」為舞台，通

過工作體驗、展覽和活動以易於理解的方式介紹下水道的機制和

作用。使用這些全尺寸設施，遊客可以體驗探索和清潔水井內部

的體驗。 

在假日或暑假期間，以中小學生為對象，著裝安全帽，繩索掛

勾等融入職安裝備，體驗下水道局職員的「工作體驗」，能夠實際

參觀水變乾淨的過程。是能夠邊玩樂且邊學習下水道的作用以及

水環境的環教場域。 

 

圖 4-1  參訪東京都彩虹下水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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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動式體驗 

  

以互動式的操作，讓體驗者能夠邊玩樂且邊學習下水道的作用以及水環境的重要性設施。 

2.微型模型解說 

  

 

以微型模型展示及解說下水道系統及再生

水處理流程，讓民眾更能瞭解地下水的全

貌。 

1. 合流式下水道 

2. 下水道管渠 

3. 再生水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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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說教室及實體模擬的展示 

  

 

不僅有影像的解說，加上實體的模型展示，

讓參訪者有更深的印象及體驗。 

4.特殊設施展示 

  

人孔蓋造型彩繪 災後避難所臨時廁所(帳篷及座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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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 2024 東京下水道展 

「下水道工程展覽」是日本最大的下水道相關展覽會，每年

舉辦一次。「2024 年東京下水道展」於 2024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在東京國際展示場舉行。該展會今年將舉辦第 36 屆，是日本下

水道領域規模最大的展會。全國污水相關企業（組織）展示技術

開發成果，向地方政府等提供污水系統資訊。在本次展會上，來

自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將展示最新的技術和設備，並交流

資訊以解決污水業務中的問題。還將舉辦研討會和技術參觀，讓

參與者獲得豐富的知識。下水道展共有 351 家企業/機構，1,195 個

展位。包含設計、測量、建設、管材及設備、污水處理、維護管

理等。 

 

 

圖 4-2  下水道展官網資訊及展場館地圖(https://www.gesuidout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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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階段污水處理面臨許多挑戰，例如設施老化而進行改

造，為應對頻繁暴雨而採取的防洪措施，因人口減少而導致下水

道使用費收入減少，以及因人員缺乏而導致管理體系弱化等。為

了解決這些問題，除了政府本身的努力外，還需要與私人企業合

作，積極吸收私人企業的專業知識和創造力，並策略性地促進商

業發展，引進企業及銀行融資加入相關污水處理產業。 

 

圖 4-3  參訪 2024 東京下水道展 

本次參訪與台灣下水道協會等成員一同參與，日本在下水道

事業的發展已相當多年，感受到日本對下水道事業的重視，當地

政府、學界或民間廠商都非常重視下水道的發展，依會場展覽主

題共分為五項主題重點，1.設計及測量、2.建設、3.管材及設備、

4.污水處理、5.維護管理，相關參訪重點如下： 

1. SPR 工法（Spiral Wound Pipe Rehabilitation） 

SPR 工法是透過在現有管道內部螺旋纏繞硬質氯乙烯型來修

復管道，並用特殊的回填材料填充現有管道和修復管道之間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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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以加固管道的一種方法，是日本管道更新工法中最為廣泛使

用之一。 

  

現場實際模擬展示 SPR 工法在水中施工，現場捲旋轉工法以工廠製作連續塑膠材質的板

帶，以螺旋纏繞製管的方式，可於 30CM 製成新管。 

  
無開挖施工方法：無需開挖道路即可施工。 

可用於不同管截面形狀：相容於圓形、長方形、馬蹄形等截面形狀。 

可於水中施工：可邊流污水邊施工，主管道內無暫時排水。 

抗震性：有相當程度的抗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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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 工法簡介 DM 

SPR 工法在現有管道內建立具有硬質 PVC 型材的修復管道，並用特殊回填材料

填充現有管道和修復管道之間的間隙。將舊管道修復為堅固的複合管道，結合了

現有管道、修復管道和回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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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SE 工法簡介 DM 

SPR-SE 工法是透過將鋼構件加強的螺旋硬質 PVC 條安裝到現有管道中來修復

管道。修復方法是透過用填充材料填充現有管道和修復後管道間的間隙，建立自

立式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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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 Liner 工法簡介 DM 

在 Omega Liner 施工方法中，將在工廠折疊成 ω 形狀的具有形狀記憶特性的硬

質氯乙烯管拉入現有管道，用蒸汽加熱使其恢復圓形形狀，然後壓縮空氣用於將

其緊密地連接到現有管道上，形成堅固的獨立式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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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水泵浦車 

排水泵車是一種用於快速排出大量水的專用車輛，主要在洪

水、淹沒等緊急情況下使用。這輛車配備了強大的水泵，可以在

短時間內抽出大量的水。具有「機動性」及「即用性」。可以調度

到任何車輛可以進入的站點。當車輛和工人抵達現場後，可在短

時間內開始排水作業。 

 

 

 
排水能力強：依需求配備強力的泵浦，達到快速排水的需求。 

機動性高：設備皆安裝在車輛上，方便移動至現場，快速反應。 

用途廣泛：不僅可用於防洪，還可用於建築工地、地下設施的排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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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泵浦車簡介 DM 

排水泵浦車具有「機動性」及「即用性」。可以調度到任何車輛可以進入的站點。

車輛和工人到達現場後，在短時間內即可開始排水作業。可用於防洪、建築工地、

地下室或地下設施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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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防性下水道維護管理 

污水處理系統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舒適的生活，而且在保護水

環境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了確保下水道系統能夠穩定地發揮

其功能，需要適當的維護。除了持續加強污水下水道的建設外，

對於早期埋設或老舊的下水道系統也必須辦理檢視維修計畫。 

透過定期檢查、測量、清潔、修理和翻新下水道管道，可以實

現適當的管道管理。透過檢查和調查所獲得的大量管理資訊，建

構「污水下水道維護管理系統」。 

污水下水道維護管理系統可完整記錄管道設施的基本屬性資

訊、維護管理歷史等信息，並記錄在資料庫中。透過管理系統可

以根據條件提取歷史記錄並計算緊急程度來設置維護管理優先

等級，並且可以將數據庫中積累的維護管理數據用於在有限預算

內進行檢查，從而可以提高效率。翻新和維修的效率。 

 

 



19 

 

管線調查簡介 DM 

管線篩檢檢查可以更快、更低成本的發現異常狀況，有效的管控污水下水道。依

照不同大小的管徑，可藉由不同的 CCTV 自走車進行檢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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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調查簡介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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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調查簡介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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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清潔簡介 DM 

一般而言，管徑 800mm 以下可透過高壓清洗車來作清潔，超過 800mm 以上可用

強力吸引車來達到管線清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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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修繕簡介 DM 

管線檢視了解管線結構狀況，包括：缺失類別及損壞規模，以評估最適維修工法

及置換管材，達到最經濟之維修成本及最佳之使用服務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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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日本下水道協會交流 

日本下水道協會位於東京千代田區，主要致力於下水道系統

的調查和研究。該協會進行下水道相關的研究和調查，提供有關

下水道的資訊和技術資源。 

除了提供有關污水調查、污水系統的作用、效果和機制以及

日益嚴重的各種問題的資訊外，協會還出版與污水發展計劃相關

的作品。此外，還舉辦促進污水系統普及的會議和委員會，以及

污水工程師的培訓課程和研討會，提供最新的下水道資訊，確保

地區的下水道事業順利執行，並提高民眾認識下水道系統的重要

性。 

與日本下水道協会針對污水處理等各項議題進行討論，瞭解

日本之過去經驗及未來技術之展望，如人口持續減少延伸實際運

作效率存在的問題，下水道管道使用 50 年後翻新和更換的考量，

需要對這座城市未來約 50 年有一個長期願景。研討與技術交流

過程助益良多。 

 

  

圖 4-3  與日本下水道協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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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荒川水循環中心 

荒川水循環中心位於埼玉縣戶田市，是日本最大的流域污水

循環中心，於 1971 年 10 月開始運行。荒川左岸南流域下水道系

統是以位於縣中南部荒川左岸的埼玉市、川口市、上尾市、蕨市、

戶田市 5 個城市為對象的下水道系統。 

蒐集的污水首先進到沉砂池，清除污水中土砂或石塊，污水

經污水泵至反應池，透過沉澱、除污後，與活性污泥混合，並利

用微生物將污物分解。反應池處理後的污水送至最終沉澱池，沉

澱活性污泥，並取出淨化後的上清水再排出。此外，導入沼氣發

電及設置太陽能發電，2023 年新安裝的 2 號污泥焚燒爐是埼玉縣

第一座具有餘熱發電功能的焚化爐，處理量為每天 200 噸。 

荒川水循環中心（污水處理廠）收集污水經過處理後排入荒

川河。另部分處理後的水排入沿著中心的櫻花河（荒川左岸排水

渠）。 

 

圖 4-3  參訪荒川水循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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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術交流及現場解說 

 

廠區營運簡介 

 

技術交流 

 

處理單元現場解說 

 

產水水體採樣 

2.展示中心 

  



27 

3. 荒川水循環中心處理單元 

 

沉沙池 

 

透過沉砂池，去除污水中大量的土砂及雜

物。 

 

反應池 

 

水中添加活性污泥，微生物大約 6~8 小時反

應淨化污水。適當曝氣增加微生物的活性。 

 

最終沉澱池 

 

約 2~3 小時讓活性污泥脫離，污泥送至濃縮

機再處理，處理水經過消毒後排入荒川。 



28 

(五) 參訪首都圏外郭放水路 

東京都會區快速的開發和人口成長降低了土地對雨水的滲透

和滯留能力，導致暴雨洪峰流量增加，週邊低窪地區洪澇災害加

劇。當颱風及豪雨時於中川與綾瀨川流域的低窪地常有淹水災害

發生。日本國土交通省為解決水患，進行位於埼玉縣和東京東部

的中川綾瀨河流域的綜合治水對策，然考量河道拓寬或加高堤防

的治水方式，所需徵收之土地經費龐大，故採取於地下約 50m 處

興建疏洪下水道。當颱風、大豪雨發生時，中川、倉松川、大內

古根川、十八號運河、雪松川等周邊中小河流水位急速上升，超

過警戒水位時透過排水道將部分洪水引入江戶川，達到分洪效果，

紓解東京都地區的防洪壓力。 

首都圈外廓放水路管理中心位於埼玉縣春日部市，首都圏外

郭放水路從埼玉縣春日部市的上金吉到小淵，全長約 6.3 公里，

位於 16 號國道正下方約 50 公尺，最大流量 200cms。兼具洪水調

節池的功能，於 1992 年開工、2006 年完工，總經費高達 2300 億

日幣。 

其中調壓水槽被稱為「地下神殿」，長度為 177 公尺、寬度為 

78 公尺，高 18 公尺。溢洪道的調壓池內有 59 根高 18 公尺、重

500 噸的巨大支撐柱，像有寺廟般的外觀。也是觀光朝聖的景點。

調壓水槽後段設有 4 台大型抽水機，每台可排 50 噸/s 的水，將

貯存的洪水排放至江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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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術交流及現場解說 

  

2. 首都圈外廓放水路配置 

 

首都圈外廓放水路示意圖 

 

調壓水槽 

 

第一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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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本次五天參訪行程緊湊，主要參訪重點以參加日本東京「2024

日本下水道展」並與「日本下水道協會交流」為主軸，另現地參

訪「彩虹下水道館」、「首都圏外郭放水路」、「荒川水循環中

心」。透過參訪東京下水道展及交流，瞭解日本政府機關、民間

團體及廠商對於下水道現階段在設計、設備及施工技術之應用及

未來發展方向。此外，日本對於環境教育的推廣方式更是值得參

考與學習，如互動式的體驗、實體模型的展示與全民參與等，都

是值得學習。而近年來氣候變遷帶來極端氣候，瞬間暴雨已成為

常態，因此如何在這塊土地上有效的治水已刻不容緩。 

◆ 與教育相關單位合作，開放全民參與共同創作，運用實體模型

或 VR/AR 技術，打造”多感官”的下水道及環境教育。 

◆ 因地制宜多元的綜合性治水方式檢視防洪需求，打造承洪韌性

都市。 

◆ 逐年檢查及修繕老舊箱涵及管線，提供機動防災設備，強化防

汛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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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污水處理與再生利用推廣 向基礎教育紮根 

本次參訪中具教育意義之「彩虹下水道館」、「地下神殿」「荒

川水循環中心」，可作為本市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宣導之借鏡。為

取得民眾支持及灌輸民眾污水下水道之基本認知與涵養，於辦理

相關污水下水道宣導活動時，策劃結合教育與趣味之內容，藉由

親子間互動，達到推廣污水下水道，讓污水下水道建設之重要性

深植民心。 

◆ 與教育相關單位合作，以活動推廣下水道的基本知識等環境教

育課程 

◆ 運用實體模型或 VR/AR ，可讓民眾更加認識這項埋在地下看

不見的工程 

◆ 開放全民參與共同創作，如人孔蓋造型彩繪徵稿，最高票選可

實際鑄模使用 

 

(二) 因地制宜多元的綜合性治水方式 打造承洪韌性都市 

面對極端氣候的挑戰，任何防洪工程均有其保護極限，當面

臨超過防護標準的極端降雨，將持續檢視防洪需求。參訪「首都

圏外郭放水路」在有限的土地面積裡，通盤考量，全力投入防洪

與治水對策。 

◆ 檢視防洪需求，如新建或擴建滯洪池、抽水站及分洪設施及設

置調節池。 

◆ 綜合性治水方式，因地制宜多元的方式，建置水情監控系統，

打造承洪韌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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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下水道建設及檢視維修老舊管線 提高使用服務年限 

臺南市地底埋設近 1,300 公里管線，其中雨水下水道管線約

738 公里，污水下水道管線約 550 公里，持續加強污水下水道的

建設外，對於早期以 埋設且老舊之下水道系統也正積極辦理檢

視維修計畫，以評估最適維修工法及置換管材，達到最經濟之維

修成本且最佳之使用服務年限，並同時改善水理不良的管線。 

◆ 管線健檢修繕及維護，持續辦理下水道清淤，逐年檢查及修繕

老舊箱涵及管線。 

◆ 強化防汛整備，提供機動防災設備，即時監控及災情查證，加

快決策與應變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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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效益 

下水道在日本已成為具規模之產業，也受到業界如此重視。

透過下水道展可了解下水道之設計、設備及施工技術之應用及未

來發展的方向，展覽內許多設備廠商及單位實體展示機具及動態

表演，也吸引許多國內外各相關領域的人前往觀摩。 

臺灣在下水道技術日趨成熟下，諸多地方均可透過日本過去

豐富的經驗作為借鏡及學習。特別是宏觀的防洪考量、優異的工

藝技術及豐富污水下水道經營管理的經驗。 

本次出國考察計畫瞭解到日本目前下水道遇到的問題，據以

為借鏡。也藉由日本執行運作經驗及最新技術展示，可運用至本

市下水道操作、維護及管理之方針，期打造承洪韌性都市及以使

市民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