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農業水資源決策平台，
提升供灌決策效能

農田水利署   王歆涵

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日益顯著，各國

面臨極端天氣事件頻率增加，影響程

度與強度皆強烈許多。根據中央通訊

社報導指出，2 0 2 2年上半年自然災害

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總額估計高達720億
美元，逾2兆新台幣；歐洲環保署表示

自1 9 8 0年以來，歐洲的極端氣候已造

成近1 9萬5千人死亡，超過5 , 6 0 0億歐

元的經濟損失；聯合國亦指出，開發

中國家一年恐需高達3,870億美元(約新

台幣1 2 . 4兆 )資金來因應氣候變遷，於

今 ( 11 2 )年11月3 0日至1 2月2日登場的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 8次締約方會議

(COP28)，提供各國因應全球暖化資金

將是重要議題。

啟動跨部會合作，建構農業

水資源精準管理科技決策支

援體系

臺灣的夏天有颱風是我們的共同記

憶，原本理所當然的天氣現象，沒想到

109年竟出現自民國53年以來，首次完

全無颱風登陸的一年，當年的6月至10
月上旬各水庫集水區降雨量為歷史平均

值之2到6成，水情相當嚴峻吃緊。農業

部農田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於109
年積極佈署調度，辦理巡查圳路、執行

有效配水、實施分區輪灌與啟用備用水

井等應變措施後，仍不敵當年嚴峻水

情。為全面考量用水需求，政府被迫於

109年10月中公告「桃竹苗地區二期作

實施停灌」，緊接著於11月底公告嘉南

地區隔一年 (民國110年 )的一期作實施

停灌，此決策影響非常廣大，停灌直接

影響農業生產損失和農民生計，也連帶

影響後續農作物的生產供應量和農產品

的物價。

面對突如其來的大旱警訊，考量未

來極端天氣事件頻率上升，農業部陳代

理部長駿季 (時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

主委 )於1 0 9年1 2月11日表示，啟動跨

部會協調合作來執行科技綱要計畫，建

置農業水資源決策支援平台，建立控

制農業供灌系統的智慧水閘門系統，能

提升調度農業水資源之使用效率，減少

因乾旱而實施全面停灌的情況。因此，

由農業部整合包含本署、農業試驗所、

各區農改場、資訊司、氣象署、大專院

校及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等各單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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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年綱要計畫成果整合研討會

農業水資源決策支援平台功能架構

合作，自111年起推動辦理為期4年之

「農業水資源精準管理科技決策支援體

系之建構」綱要計畫（以下簡稱本綱要

計畫），規劃包含「建構作物需水量及

土壤給水能力基盤之研究」、「數位水

資源資訊管理系統與跨平台運算整合之

研究」與「建構農業水資源決策支援平

台與智慧配水決策體系之研究」等研究

主軸，希冀透過蒐集農業基礎研究數據

與氣象預報、水庫用水資訊，作為未來

在面臨乾旱緊急因應決策判斷之科學依

據。  

策應用，以期達成本綱要計畫四年期施

政績效之總目標。

本次研討會分為農業水資源灌溉

「需求面」及「供給、決策面」兩大主

題之計畫成果整合；主題一部分，由

農試所負責統籌建立作物栽培需水基

盤資訊，包含作物各生育期需水量、

優化作物灌溉栽培技術、剖析土壤滲

漏與田間含水量等基礎資料，運用衛

星判釋作物種植分布與生長季需水量

推估。其中，在建立主要農業區之水

田、雜糧與大宗蔬果等作物全期需水

量方面，農試所及農改場特別導入氣

候通量儀，並透過全臺農業區7種主要

作物 (水稻、玉米、大豆、花椰菜、甘

藷、香蕉、番石榴 )生育時期之性狀調

查、試驗區土壤性質調查、作物需水

量資料收集，整合為各作物生育需水

量之積溫栽培曆，以作物積溫界定各

作物重要生育時期及用水階段，估算

合宜灌溉需水量；此外，在非灌區作

物 (如木瓜、荔枝、柑橘 . . .等果樹、茶

樹 )，建立土壤與作物需水基礎資料，

以精準掌握作物需水量與提高灌溉用

112年綱要計畫研討會，促成

計畫間溝通媒合及成果整合

串接，提供灌溉決策支援平

台運用

為增進本綱要計畫各研究成果之橫

向連結與落實運用，於今年9月8日由本

署與農試所邀集各計畫團隊分享111至
112年重要成果與整合運用情形，希冀

透過本次研討會強化各計畫間交流與溝

通，有助於上下游成果資訊之串接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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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陳衍源副署長親自參與研討會

水效率。

主題二部分，由本署負責統籌媒合

各計畫成果，串接整合包含氣象降雨

及河川、水庫長期水文預報、大小尺

度灌溉系統之水文監測物聯網及遙測

辨識耕地作物資訊，透過收錄各單位

所研發灌溉供需水量推估成果，以整

合建置農業水資源決策支援平台，提

供灌溉決策所需之即時、穩定資訊，

並開發供灌風險評估模組及灌溉配水

決策模組，提供各種動態水情及供灌

方案情境之模擬分析。希冀透過農業

水資源灌溉決策支援平台，納入各分

項跨單位的成果，以精準推估農業需

水量、可供水量及掌握最佳配水能量

等，其目的就是為了可使水資源利用

與供灌面積最大化，不再以人為主觀

認知的保守，毫無根據的限制灌溉用

水的需求。

透過112年嘉南秋冬雜作之灌

溉現地觀摩，有助增進作物

需水量研究人員對灌溉實務

全貌之瞭解

今年5~6月梅雨量依然不如預期，

為了確保今年的秋冬季雜作、明 (113 )
年一期作及春季雜作灌溉用水無虞，

嘉南地區二期作3 ~ 6組2 . 8萬公頃不得

不實施全面節水措施。所幸，在歷經

自1 0 8年8月的白鹿颱風後，至11 2年7
月已有1 ,400多天沒有颱風登陸臺灣，

今年下半年持續三年的反聖嬰現象終

告結束，緊接而來頻繁形成之颱風與

西南氣流帶來豐沛降雨之挹注下，至

11月上旬曾文水庫仍維持滿水位，連

同烏山頭水庫合計有效蓄水量約 5 . 7 7
億噸，總蓄水率達9 8 . 4 6 %。今年嘉南

灌區秋冬雜作於11月1 3日如期供灌，

預計灌溉5 , 0 0 0萬噸，加上明年嘉南1
期作2億噸、春季雜作5 , 0 0 0萬噸，整

體水情尚屬穩定。透過本署嘉南管理

處與各分處工作站第一線同仁的努力

付出與妥善調配滿足各灌區之用水需

求，確保供水無虞，提供農民安心農

作的生產環境及生計保障。

為增進「農業水資源精準管理科技

決策支援體系之建構」綱要計畫之成

果展現與技術應用推廣，結合本計畫

112年南部小尺度灌溉示範場域建置成

果展示及配合嘉南灌區秋冬雜作灌溉

作業之實施期間，本署與農試所於112
年11月1 5日共同辦理「農業水資源精

準管理科技決策支援體系之建構成果

觀摩會」。希冀藉由相互觀摩交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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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嘉南管理處陳英仕處長解說嘉南秋冬雜作

學甲工作站黃哲仁站長介紹灌溉實務

秋冬雜作現地觀摩施灌中的珠蔥

提升推廣國內雜糧作物栽培技術，並

持續強化灌溉智能管理技術之應用推

廣，對於國內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之

提高有所助益。

本次觀摩會特別邀請相關雜糧作物

之計畫主持人，分享有關雜糧作物栽

培管理技術經驗及生長用水之研究成

果，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過去一直是水

稻及重要雜糧研究重鎮，本次也特別

分享包含玉米、高粱及大豆等嘉南地

區常見之雜糧作物的相關耕作栽培及

水份管理經驗，相信對本署同仁增進

雜糧作物耕作與灌溉知識會有相當大

的幫助。

此外，本次觀摩會配合今年本署嘉

南灌區秋冬雜作灌溉通水期程（由11
月1 3日至2 7日共1 5天），特別邀請參

與綱要計畫之研究單位與計畫人員，

一起到嘉南管理處佳里分處學甲灌區

（屬三年二作田，多為雜糧旱作），

由學甲工作站同仁來介紹分享灌溉實

務經驗與秋冬雜作灌溉現地觀摩；另

外，也請灌技術推廣分處同仁帶大家

到農業灌溉試驗場參訪，介紹灌溉試

驗及管路灌溉等相關推廣成果與現地

實務觀摩，希冀能夠提供綱要計畫執

行人員對嘉南灌區之現地灌溉實務有

進一步的了解，增進本綱要計畫人員

彼此的交流與跨領域的溝通，相信對

未來各計畫間更加緊密的合作，共同

努力將研究成果串接，並進一步整合

加值成為供灌決策上的重要資訊有所

助益。

結語

隨著全球的物聯網感測元件開發、

雲端服務日漸完備、大數據的累積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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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在地掌水工的敬業精神讓觀摩會的研

究人員印象深刻

灌溉技術推廣分處陳志雄股長解說設施栽培

節水灌溉技術

析及人工智慧應用等科技發展，本署除

了持續建置圳路水位、流速、閘門開度

及即時影像等監測設備外，各管理處亦

針對灌區特性因地制宜，結合物聯網及

模擬演算等技術，提供遠端水閘門操

作、埤塘蓄水建議、乾旱及暴雨預測等

決策輔助資訊。面對氣候變遷，極端天

氣事件發生頻率增加，善用智慧灌溉系

統於旱澇時期採取即時、準確、省時及

省力之因應措施，絕對是農田水利事業

永續發展之重要任務。

在氣候異常下未來面臨嚴峻的乾旱

事件將更頻繁發生，在面對未來水資

源吃緊時的各種決策支援資訊需求，

我們依然須強力促成跨部會數據的整

合、提供可靠迅速的供灌資訊及有效

水資源資料，同時藉由計畫推動下導

入新穎技術，掌握農糧作物關鍵生長

時期需水量，有效改善提升灌溉用水

效率與分散用水尖峰。此外，透過輪

流供灌不同區域面積與增加多元水源

之供灌策略措施，減少對水庫灌溉用

水的依賴，並透過平時對各種水文情

境之加強演練，未來在面臨水情吃緊

時，可發揮機動性迅速決策支援能

力，加強與農民之溝通及啟動各項抗

旱因應措施，減少大規模停灌風險之

發生，提供農民安心農作生產及生計

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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