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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留住 灌溉大地」
擴大灌溉穩定水源 -雅悠古圳風華再現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股長 / 謝佩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科長 / 張光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組長 / 孫維廷

一、前言

臺灣年平均降雨量達2,500 mm，約為全

球年平均降雨量的2.8倍，卻因地勢坡陡流

急，降雨後約有80%的雨水因蒸發或直流入

海，而無法被有效運用，如何有效的將水資

源蓄存與利用，一直都是我國關注的重要議

題。面對氣候變遷、極端降雨事件的侵襲，

完善的農田水利基礎建設，在農業的發展與

永續經營方面，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臺灣的農田水利事業歷經400年來演進發

展，已有17個管理處提供農田水利事業區域

內（以下簡稱灌區內）的農地灌溉排水、水

關鍵字： 雅悠圳、渠道改善、智慧管理、低碳韌性、古圳文化

源調配與水質檢測等各項服務，其所管理農

田灌溉排水渠道約7萬餘公里、農田水利構造

物約20萬餘座。除此之外，位於農田水利事

業區域外（以下簡稱灌區外）的農地，因水

源情況、地形地勢或農民意願等不同因素，

未能享有同等的灌溉服務，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以下簡稱農田水利署）於109

年10月成立的重要任務之一即在於將農田水

利事業擴大至灌區外適作農地。

苗栗縣大湖鄉即屬於上述灌區外的農

地，而在大寮村的雅悠古圳，開鑿至今一百

多年，乘載了當地先民開墾及族群協調之歷

史淵源，然而因為年久失修，圳路有著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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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無適當巡檢通道的問題，致使農民灌

溉水源較不穩定且農民進行圳路維護管理工

作極為不便。有鑑於此，農田水利署於工程

規劃階段，透過探究雅悠圳開鑿歷史與文化

傳承意義，並考量周遭自然環境的融合，採

取對當地環境最低擾動的工法，亦考量農民

維護管理的便利性。另針對草莓產業進行智

慧灌溉試驗，以有效實施精準灌溉進而提升

產值與產量。以上措施除能穩定農民的灌溉

水源，幫助提升農民收入外，亦成功再現雅

悠古圳的百年風華。再者，更進一步傳承先

人篳路藍縷的精神，實踐古圳歷史文化。

農田水利署以「把水留住 灌溉大地」的

願景推行擴大灌溉服務政策，不單是為了生

產，更關乎生活及生態，將友善土地、維護

生態環境一併納入考量，遂行農業及環境永

續的目標。

二、雅悠古圳改善工程

（一）自然環境特性

大湖鄉四面環山，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

較小，適宜的氣候溫度條件加上長久的種植

歷史與栽培技術，使大湖鄉形成全臺最大的

草莓生產園區，占全臺草莓產量7成以上。雅

悠古圳位於水頭寮地區，水源源自大窩地區

南湖溪支流上游，其主要灌溉農地面積約為

40公頃，以種植草莓為主，其相對地理位置

如圖1所示。

圖 1　基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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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與人文

依據羅文賢先生著作「通事陳履獻與

大湖開拓｣一書（羅文賢，2016），咸豐6年

（1856年）清軍入墾大湖地區，因當時尚無

灌溉設施，農作物主要種植旱作與生產樟腦

為主。後因開墾發展需求，開始興建農田水

利灌溉設施，然而在開墾過程中，時常與原

住民族發生爭執。

其中一位當地商人陳履獻先生，負責漢

人與原住民之間傳譯溝通的事務，不但通曉

原住民語，且詳知原住民部落民情，並廣為

原住民所知。於1872年間，陳履獻與泰雅族

人Yayud通婚，因此開啟民族合作的契機。

Yayud自與陳履獻結為夫妻後，就協助先生陳

履獻處理許多與原住民相關的事務。

明治30年（1897年），陳履獻見住處附

近的大窩溪溪水清淨，有鱸鰻、馬口魚等

許多臺灣原生魚種，溪水長年有水且水位落

差大，便出資開鑿。但大窩溪原屬於原住民

生活區域，因此，陳履獻開闢水圳時，不時

有被原住民破壞的情況發生，每當有衝突發

生，Yayud便會出面協調。整個大窩地區有

許多開鑿山壁的輸水設施，例如阿缺潭附近

取水口的輸水設施曾多次受破壞，也是透

過Yayud出面協調，對於排解原客族群糾紛

厥功甚偉，雅悠圳因此能夠順利完工。後代

子孫為了紀念水圳帶來的豐饒物產，賦予它

極具故事與美麗的名字「雅悠圳」。因有此

圳之供水系統，才漸漸發展出往後水稻與草

莓等產業，其農業灌溉發展歷史脈絡如圖2 

所示。

（原客融合大合照、陳履獻土地申告書原件、明治 40年開墾成果報告照片由羅文賢先生提供）
圖 2　大寮村農業灌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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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圳整體規劃及設計原則

雅悠圳是一條位於臺灣苗栗縣大湖鄉大

窩地區的古圳，1897年以穿山引水的方式

開鑿。由於建造時間久遠，當地的農田灌溉

系統已不完善且滲漏水嚴重，多處渠道破損

且渡槽年久失修，導致農民灌溉用水不穩

定，為減少圳路滲漏以有效穩定農民灌溉用

水，提升在地農業產能，農田水利署遂進行

本工程的規劃設計，工程內容設計概念如 

圖3。

1. 穩定供水、減少滲漏水損失

雅悠圳由於其周邊開發密度較低，在確

保穩定供水之前提下，以尊重自然環境之理

念作為設計時的優先考量，並同時考量農民

後續維護管理的便利與安全性。工程以既有

渠道為改善對象，不進行大範圍環境擾動。

其中，透過清淤及無收縮水泥填縫的工程手

段，有效減少水源輸送過程中的滲漏損失、

護岸破損、雜草叢生及淤積等問題，施工前

後對比如圖4。

2. 巡檢通道優化，增進維護管理之安全性

雅悠圳臨陡坡，其灌溉水路旁缺乏巡檢

通道，維護管理不易，致圳路通水能力日益

衰退，為提升維護管理的便利性及減少人力

負擔，新設巡檢通道及自動化排砂系統，減

少維護管理頻率，同時提升設施維護效率及

安全性。

圖 3　工程內容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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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施工範圍狹小，材料、機具搬運不

易，且同時為符合節能減碳等友善環境之潮

流，本工程以就地取材的方式，採用淤泥自

拌清淤道工法如圖5所示。透過現地土方拌

合，優點為無需使用鋼網等硬性材料且施

工簡單，達成就地取材、修補容易、耐久性

佳、融合現地環境，且符合營建綠指標之多

重目標。

此外，於施工石材的選取方面，亦使

用在地現有材料，避免自外地取材，減少

工程碳足跡及工程建造成本，亦避免破壞

取材原產地之生態。其工法施作流程如圖6 

所示。

圖 4　施工前後對比圖

圖 5　自拌清淤道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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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化維護管理、全時化環境監控

為提升維護管理效率、降低人力負擔及

淤砂（泥）清運成本，並減少對自然環境的

擾動，本工程設置5處自動化排砂設施及電動

蝶閥，可透過物聯網系統設備進行遠端操控

如圖7所示，另亦架設戶外型日夜監控攝影機

3組，以即時掌握圳路狀況，上述設施皆由

太陽能供電系統供應，以達到節能減碳之效 

（如圖8）。

三、智慧灌溉試驗

為能使灌溉水源穩定後，有效利用每一

滴水資源，利於未來有效實施精準灌溉，於

雅悠圳下游選定在地草莓產業，設置智慧灌

溉示範區。此示範區係針對慣行農法（由農

民種植經驗自行判斷是否供灌）及智慧灌溉

（依氣象及土壤濕度感測器等環境感測資料

圖 6　自拌清淤道施工過程

圖 7　遠端控制 APP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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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為灌溉與否之決策）等不同灌溉方式進

行灌溉效益分析。同時，透過APP自動化控

制系統之建置（如圖9），以雲端方式蒐集作

物需水量等重要數據。依試驗結果顯示，智

慧灌溉區相較慣行農法區而言，節水率高達

83%、產量提升33%、節省人力75%，顯示智

慧灌溉系統應用於草莓的生產，確實有極為

顯著的效益。此示範場域的試驗結果，經推

廣在地農民週知後，紛紛表示未來期盼能於

自家的草莓果園設置智慧灌溉設備，有關智

慧灌溉系統之相關設施如圖10所示。

四、尊重自然及環境共生

雅悠圳之設計發揮農田水利事業生產、

生態、生活之三生功能，透過灌溉設施的維

圖 8　監控攝影機及自動排砂道

圖 9　智慧灌溉 APP監測資料

圖 10　智慧灌溉示範區域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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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穩定區域的灌溉用水。除滿足農業經營

之需要，設計理念以尊重當地自然環境、保

持生態之完整、維持棲地多樣性為重，使改

善工程設施與周遭環境融合，並扣合淨零碳

排推動策略，減少使用混凝土，達成減少構

築材料碳排放，符合環境友善之效益。

雅悠圳工程改善，主要的內容有渠道整

理、塑木棧道、自動排砂設施以及護坡修

復，施工位置主要落在生態低度敏感區，且

屬於既有設施改善，依規定無需辦理生態檢

核工作，然為求謹慎而不影響在地自然環

境生態，於工程規劃階段，亦主動邀請文

史工作者、N G O團體（苗栗縣自然生態學

會）等專家辦理環境友善公民參與活動（如 

圖11）。

透過前述活動的舉辦，與專家、地主、

主辦單位及重要權益關係人，一同走訪雅

悠圳，也凝聚了環境友善作為的共識（如 

圖12）。其中，在設計方面，採用低維管、就

地取材方式，減少開挖面積等友善方法；施

工方面，低度使用工程機具，多採取人為施

工，雖增加施工難度，相對亦達成對環境低

擾動之目的（生態關注區域圖及工程配置圖

如圖13）。另於材料選用上，供農民巡檢圳

路之塑木棧道係採用工廠加工，現地組裝等

友善措施，亦有效維護原有環境（如圖14）。

再者，實際執行工程時，亦每月進行工程友

善措施自主檢查，以確保環境衝擊最小化。

此外，因灌溉渠道上游鄰近取水點，故加強

保留既有原生樹種，提供鳥類棲息，維持當

地物種豐富性及生物棲息地。上部維護欄杆

採用堅固耐用、無毒性、防潮防腐蝕及易維

護之塑木欄杆，使整體工程融入自然環境，

符合環境永續目標。而於渡槽段除了以組裝

鋼構件補強外，亦增設棧橋，並採用塑木結

構而非混凝土構造，將設施於發揮功能的同

時，亦能融入當地景觀。以上種種環境友善

措施，期能於兼顧農民生計的同時，實踐符

圖 11　環境友善公民參與活動 圖 12　文史工作者及 NGO團體友善環境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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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際趨勢及國家推行永續經營政策理念，

賦予百年古圳新生命（雅悠圳工程執行成果

如圖15）。

五、城鄉社區意識之凝聚

社區意識是居民基於對社區的認同，藉

由鄰里頻繁互動進而對所屬社區產生情感，

並形成對於社區的關懷、關心且願意付諸行

動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其內涵主要有三項：

對環境的認知、累積對社區的情感與認同，

以及如何增進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

雅悠圳長年以來為大寮村重要之灌溉水

源之一，由於渠道年久失修，在地農民有用

水需求，故積極向公部門爭取經費，並於工

程設計及施工階段參與說明會，提出灌溉用

水需求與建議，以利整體工程效益之提升。

完工後，除有效減少圳路滲漏情形外，並可

穩定供水，以提升農業產值。

由於雅悠圳承載先民開墾、族群協調之

歷史淵源，為延續其精神並凝聚社區之認

同，本工程亦針對雅悠圳歷史及其改善工

程，拍攝介紹影片（如圖16），藉由影片之

拍攝，邀請Yayud之後代羅文賢先生，介紹水

圳之歷史並展示過去之文史資料，說明開鑿

水圳之背景、衝突及和解。再由當地農民簡

介雅悠圳更新整修前面臨之困境，最後亦藉

由農民親身說法，敘明工程改善後之效益。

透過影片之拍攝完整說明雅悠圳的優美故

事，並透過撥放、傳承這些故事，凝聚當地

圖 13　生態關注區域圖及工程配置

圖 14　低擾動工法，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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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對水圳之情感認同。

為使民眾更加了解推動情形，並了解真

實民意，於112年2月辦理「苗栗縣大湖鄉

雅悠圳竣工典禮暨擴大灌溉服務推動說明」

（如圖17），說明透過具有文化傳承意義的

圳路整建及相關農田水利建設，完成苗栗縣

推動擴大灌溉服務政策的開端。

水是生命的泉源，農業發展的命脈，亦

為人類永續發展的基礎，透過雅悠古圳擴大

灌溉服務工作的推行，不僅挖掘了本地客家

及原住民族群融合的歷史故事，採取友善環

境作為的施工方法，亦符合國際潮流及我

國永續政策的推行，更甚者，藉由草莓智慧

灌溉試驗成果，以做為未來實施精準灌溉的

依據，使得珍貴的水資源有效進入每一塊田

間，進而轉化為農民幸福生活的笑顏。

雅悠圳路修繕完成後，供灌受益面積將

達到40公頃、受益農戶30戶，並能為草莓產

圖 15　雅悠圳工程執行成果

圖 16　雅悠圳歷史及工程改善成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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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帶來1.6億的經濟產值。目前於雅悠圳服務

地區已有約3成農戶為青農，未來農田水利署

將持續優化供水系統，為各方青壯農民創造

優質的營農環境，進而提升青農回流農村意

願，帶動區域農業產業鏈的發展，進而達成

永續農業的目標。

圖 17　雅悠圳竣工典禮暨擴大灌溉服務推動活動剪影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