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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日本農田水利事業環境與背景與台灣相似，農田水利會聯

合會為提昇國內農田水利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能，邀集各農田水

利會組團前往日本參加旱作灌溉為主題之學術及技術考察行

程，相關考察地點由(一般社團法人)畑地農業振興會負責協助

安排，本次考察計畫爰以拜會日本土地改良區及相關農田水利

機構及現地參訪多項灌溉設施，藉由學術及實務管理的交流，

有助於提升臺灣參訪人員對旱作灌溉相關技術的新穎觀念的

認識及學習良好的灌溉管理技術。 

本次赴日考察以旱作灌溉新技術及管理制度為考察主軸，

考察期間為 2018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4 日，考察地點主要

以日本關東地區為主，本次考察除了參訪農田水利研究重鎮機

構(日本農研機構)，另並拜會關東農政局-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

事業所、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デンカ(株)ポリマ

ー(DENKA)加工技術研究所；領域涵蓋產官學界。並現地考

察旱作灌溉相關設施及場所，包含白山甚兵衛抽水站、牧之原

茶葉生產專區、深山大壩、DENKA 管路生產工廠等。臺灣考

察團與會人數達 28 人，成員係由各農田水利會及農業工程研



 

究中心等機構派員組團參加，透過本次豐富而充實的考察參訪

行程，除了感受日本政府為農業發展所投注之心力，亦為臺、

日雙方農田水利事業提供了技術交流，在參訪過程中互為吸收

雙方經驗和技術，並就中、日雙方於農田水利事業發展與經營

管理上所遭遇之困境與問題進行意見交換，團員於參訪過程中

所學習之日本農田水利旱作灌溉新技術、設施管理制度及實務

相關經驗，將有助於國內農田水利從業人員協助提昇我國旱作

推廣技術、設施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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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考察目的 

臺灣與日本一樣，均以農立國，農業經營歷史歷經數百餘年，農

田水利事業發展及經營於政府領導及各農田水利會管理及營運下，農

業灌溉事業經營穩健，行之有年，近年來面臨其他標的用水的競合及

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如何更精益求精致力於農業灌溉事業的永續經營

及邁向農業灌溉用水高效率利用的目標，已為一重要課題；由於臺灣

早期許多大型灌溉設施及灌溉管理制度均由日本協助建立，雙方在農

田水利事業背景相似，且日本農業水利技術發展多年，各項新穎技術

得為我國農田水利技術從業人員學習，為提昇我國農田水利工程技術

並提昇從業人員之素質，爰辦理是項計畫。 

本項計畫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之「107 年度各農田水利會

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辦理，係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主辦之通案出國計

畫，透過日本主辦單位(一般社團法人)畑地農業振興會之安排，前往日

本各地觀摩學習新穎旱作灌溉技術及設施管理方式。冀期透過一系列

完整規劃提昇考察成效進而增強農田水利會從業人員之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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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察計畫及參與人員 

2-1  考察行程計畫 

本次出國考察名稱為：考察日本旱作灌溉節水技術及管理制度計

畫。本計畫定於 2018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4 日為期 8 天組團赴日本

九州地區參訪考察；考察及參訪行程安排如表 2-1 所示，本次相關會議

及考察行程均委由日本(一般社團法人)畑地農業振興會安排，本次考察

行程，日方派出藤森新作研究員全程陪同。 

為本次參訪活動行程順利進行，由農田水利會聯合會統籌主辦，

並委託航天國際旅行社承辦本考察團參訪之相關簽證、餐食、住宿、

交通及其他出國手續事宜。 

本次參訪重點行程共計四項，涵蓋產官學界領域，分別說明如下： 

一、學術參訪紀要：日本農研機構(農村工學研究部門)。 

二、水源及排水設施及管理參訪：包含櫟木縣農政部那須農業振興事務所

深山大壩、關東農政局-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參訪。 

三、旱作灌溉規劃及管理考察紀要：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 

四、水利產業參訪：デンカ(株)ポリマー(DENKA)加工技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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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考察日本旱作灌溉節水技術及管理制度計畫參訪行程一覽 

日期 活動內容安排 住宿地 

10/17(三) 
出發 

(臺灣→日本東京成田機場→飯店) 
茨城 

10/18(四) 
農研機構・食と農の科学館 

農研機構農村工学研究部門 
栃木 

10/19(五) 
栃木縣農政部那須農業振興事務所深山大壩 

道の駅「明治の森・黒磯」 
栃木 

10/20(六) 那須高原參訪 東京 

10/21(日) 箱根火山湖參訪 静岡 

10/22(一) 

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 

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金谷茶葉生產區 

大井川鉄道本線乗車 
神奈川 

10/23(二) 
デンカ㈱ポリマー・加工技術研究所・暗渠管等の製造 

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 東京 

10/24(三) 
回程 

（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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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考察人員名單 

本次考察經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於 2018 年 8 月 20 日發函(水聯業字

第 1071660185 號)各農田水利會及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函中清

楚說明考察主題為：旱作灌溉新技術及管理制度，由各單位計畫遴派

人員參加與會，經各單位派員確定，共計由農委會及宜蘭、瑠公、七

星、桃園、石門、新竹、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嘉南、台東、花

蓮等 13 個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聯合會及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

心等共 16 個單位，28 人組團參加，名單詳表 2-2 及表 2-3 所示。 

 

表 2-2 考察日本旱作灌溉節水技術及管理制度計畫參訪人員一覽 
 

序號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1 洪銘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灌溉管理科科長 

2 劉志斌 宜蘭農田水利會 副管理師 

3 張坤釧 瑠公農田水利會 總務組長 

4 莊宗霖 七星農田水利會 辦事員 

5 姜丙朗 桃園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管理師 

6 羅家祥 桃園農田水利會 二等助理管理師 

7 李春滿 石門農田水利會 工務組長 

8 徐可欣 石門農田水利會 管理員 

9 陳建州 石門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工程師 

10 魏賢堉 新竹農田水利會 總幹事 

11 陳金志 苗栗農田水利會 工務組長 

12 劉麗玲 苗栗農田水利會 資訊室主任 

13 吳信輝 台中農田水利會 副管理師 

14 黃益源 彰化農田水利會 副管理師兼站長 

15 柯俊雄 雲林農田水利會 助理管理師兼站長 

16 黃香文 雲林農田水利會 總務組長 

17 杜榮鴻 嘉南農田水利會 三等助理工程師 

18 呂勝惇 嘉南農田水利會 管理師兼股長 

19 許家榮 嘉南農田水利會 管理師兼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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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考察日本旱作灌溉節水技術及管理制度計畫參訪人員一覽(續) 
 

序號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20 蘇詣昌 嘉南農田水利會 副管理師兼站長 

21 鄭國宏 台東農田水利會 副管理師兼股長 

22 黃奕雄 花蓮農田水利會 三等組員 

23 簡文煥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兼組長 

24 蔡正輝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技師 

25 陳豐文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26 張雅婷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兼副組長 

27 吳玲欣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專員 

28 蔡慶儒 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日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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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考察工作分配規劃 

為因應本次考察行程眾多事項需事前規劃及安排，由農田水利會

聯合會統籌負責，除 2-2 節所提發函各農田水利會及財團法人農業工程

研究中心派員參加外，後續於 9 月 20 日發函通知計畫出國人員於 2018

年 10 月 3 日假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1F 會議室召開工作分配會議，會議

主要說明行程內容及注意事項，並針對出國考察各項工作分配進行討

論並圓滿取得共識。 

為使本次赴日本關東地區考察團之行程順利進行，會議推選辦理

有關總務、資料蒐集、攝影、報告彙整等工作之人員。考察團工作分

配重點及內容如下：  

一、團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洪銘德科長 

二、總務：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吳玲欣專員 

石門農田水利會 徐可欣管理員 

三、攝影：宜蘭農田水利會 劉志斌副管理師 

嘉南農田水利會 呂勝惇股長 

四、資料蒐集：臺中農田水利會 吳信輝副管理師 

臺東農田水利會 鄭國宏股長 

五、報告彙整：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陳豐文副研究員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張雅婷副組長 

 



7 

第三章  考察過程紀要 

3-1  學術研究參訪：日本農研機構 

3-1-1 食品農學科學館 

本次考察團參訪日本最重要的農業領域研究機構-日本農研機構，

全名為 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ood Research Organization，簡稱 NARO，

日本農研機構(NARO)位於茨城縣，是一個研究農業和食品工業發展的

研究開發組織。該組織是日本於該領域最大的研究機構，約有 3300 名

員工(僅限正式員工)，2018 年年度預算約為 640 億日元，通過在全日

本安排研究基地開展研究活動。該組織起源於 1893 年成立的農業部農

業實驗站，後於 2001 年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法人。經過多次整合，於

2016 年成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農業食品業技術綜合研究機構」。為了

在社會上落實研發的成果，農研機構透過與政府、縣市、地區、大學、

公司等合作，積極推動合作研究和技術轉移活動，向農業生產者和消

費者展示研究成果。 

農研機構食品與農業科學博物館展示了農業生產的整個流程及稻

米的文化及由稻米所衍生的相關製品。農研機構的願景包含四項： 

一、加強生產基地和加強管理能力 

二、實現強勢農業和創造新產業 

三、高附加值的農產品和食品，確保安全和信任 

四、解決環境問題·利用區域資源 

農研機構的研究類別大致為一、加強生產基地、管理能力；二、

強化農業生產、創造新興產業；三、確保農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安全

性及可靠性；四、解決環境問題、活用區域資源。農研機構有眾多的

研究組織，共計 22 處不同農業領域之研究部門，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本部 

二、農業情報研究中心 

三、食農商業促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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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海道農業研究中心 

五、東北農業研究中心 

六、中央農業研究中心 

七、西日本農業研究中心 

八、九州沖繩農業研究中心 

九、果樹茶業研究部門 

十、蔬菜花卉研究部門 

十一、畜產研究部門 

十二、動物衛生研究部門 

十三、農村工學研究部門 

十四、食品研究部門 

十五、生物機能利用研究部門 

十六、次世代作物開發研究中心 

十七、農業技術革新工學研究中心 

十八、農業環境變動研究中心 

十九、高度解析中心 

二十、遺傳資源中心 

二十一、種苗管理中心 

二十二、生物系特定產業技術研究支援中心 

農研機構的研究成果包括水田、旱作、園藝與茶作、畜產、動物

衛生、食品安全、機械情報技術、生產基地及防災、氣象與環境、病

蟲害與鳥獸害、放射能源對策技術、生物機能...等等。圖 3-1 為農業環

境展示館之簡介、圖 3-2~圖 3-3 為節錄部分重要機構簡介及研究成果

刊物(內容)。本次臺灣考察團參訪 NARO，由公共關係部公共關係科 塚

本愛(Ai Tsukamoto)小姐負責講解，並由本團蔡慶儒先生(聯合會顧問)

即時專業口譯，讓團員能即時瞭解 NARO 各項重要業務，茲將本機構

之參訪過程彙整如圖 3-4~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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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農業環境展示館簡介正面 

 
B.農業環境展示館簡介背面 

圖 3-1 NARO 農業展示館介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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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IRCAS 介紹專刊 B.NFRI 介紹專刊 

   
C. 20017 米類加工介紹專刊 D.JIRCAS 定期成果及活動專刊介紹 

圖 3-2 NARO 各類子機構簡介及成果介紹專刊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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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旱地區域地下灌溉系統(OPSIS)介紹 B.日本各地農業試驗單位之稻作育種一覽 

   
C.新一代作物開發研究展示標本介紹 D.農產品質量分析技術介紹(NFRI) 

圖 3-3 NARO 各種農業研究成果介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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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RO 介紹(塚本愛小姐) B.蔡慶儒顧問專業口譯 

    
C.團員專心聆聽簡介 D.農業機具模型展示 

    
E.田間監測系統 F.稻作品種展示 

    
G.不同品種之稻穀(梗株)展示 H.日本農地不同土壤剖面 

    
I.薯及芋頭品種成品展示 J.稻米包裝行銷展示 

圖 3-4 參訪 NARO 食品科學展示館過程一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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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食品館各類主題專區 B.看板詳細簡介及成品展示(I) 

    
C.看板詳細簡介及成品展示(I) D.看板詳細簡介及成品展示(II) 

    
E.看板詳細簡介及成品展示(III) F.考察團成員參觀過程(IV) 

    
G.考察團成員參觀過程(II) H.考察團成員參觀過程(III) 

    
I.臺灣考察團致贈紀念品 J.臺灣考察團合影留念 

圖 3-5 參訪 NARO 食品科學展示館過程一覽(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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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農村工學研究部門 

第 3-1-1 節清楚說明日本農研機構(NARO)組成及任務；其中與農

田水利業務相同之研究部門為農村工學研究部門；作為基於日本之「災

害對策基本法」的指定公共機構，該部門致力於保障農產品、避免和

減少農村地區的洪水等災害、改善農業人口。該部門的技術開發目標

為下列四項：1.建立實現溫暖地區集約型高效益稻田耕作技術之體系；

2.開發高利潤的蔬菜、花卉生產技術；3.發展和改進生產基地、地方資

源管理技術的開發及放射性物質防範措施；4.發展作物保護、土壤管理

和促進永續農業的區域資源利用技術。該部門組織分為農田基礎工程、

設施工程、水利工程、區域資源工程等 4 大研究領域單位。研究項目

包括：農土改良、農業用水管理、農業設施系統、溫室環境控制、水

田輪作、GIS、土地資源管理、農業水壩、水庫、管道、明渠、地震及

豪雨災害、防災減災技術、農業灌溉系統、液壓功能診斷性能檢查、

排水控制、海嘯、低位地面排水、農業用水、水質保護、生物多樣性、

小水力發電、自然能源、水資源分配管理、氣候變遷、水循環機制、

成本效益分析等，幾乎涵蓋農田水利事業之各類領域。 

本次參訪由農村工學研究部門課長代表說明農村工學研究部門重

要業務及日本農業水利發展歷程(圖 3-6~圖 3-7)，其次由田頭秀和先生

針對「日本的水庫耐震度評價以及研究事例」主題進行介紹，由於日

本遭遇 311 海嘯及地震災害後，地震及海嘯對農村減災技術的研究格

外受到重視；農村工學研究部門並設置日本唯一的三次元振動台及離

心力載重震動裝置，用以分析地震時對水工構造物所可能造成的災害，

研擬出可對抗災害發生的措施保護農村免於受災將損失降至最低(圖

3-8~圖 3-9)；茲將本次參訪過程彙整如圖 3-10~圖 3-11。 

本次至農村工學研究部門考察極具意義，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新任

部門長-白谷榮作博士曾來臺參加 2015 年中日農業水利技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時任所長)，本次特地於主持會議中接獲藤森新作研究員電話通

知後，立即抽空趕往會場歡迎本團，除向洪銘德團長致意歡迎本團，

並與舊識好友陳豐文博士簡短寒暄，白谷博士並感謝農業工程研究中

心(前)主任 蘇明道教授將於 1 周後前往該部，代表臺灣擔任 3 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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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農田水利學者之一，協助該部門審查各項年度計畫並給予建議，

上述臺日農田水利學者良性的密切交流見證臺日農田水利長期交流的

正面效益，期待透過雙方的友誼會讓良性的交流持續下去。 

   
A.NARO 轄下-農村工學研究部門簡介 B.農村工學研究部門組織沿革介紹 

   
C.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業務簡介-農地及用水 D.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業務簡介-農地利用技術 

圖 3-6 農村工學研究部門專刊介紹一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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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業務簡介-水利防災 B.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業務簡介-防災及減災 

   
C.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業務簡介-取水管理 D.農村工學研究部門業務簡介-排水管理 

圖 3-7 農村工學研究部門專刊介紹一覽(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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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強化對付災害之農村再造目標簡介(正面) 

 
B.強化對付災害之農村再造目標簡介(背面) 

圖 3-8 農村工學研究部門-農村減災技術研究設施及成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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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日本的水庫耐震度評價以及研究事例-簡報重要資訊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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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部門長-白谷榮作博士 B.部門辦公室介紹 

    
C.農村工學研究部門課長歡迎團員及簡介 D.考察團員專心聆聽簡介過程(I) 

    
E.考察團員專心聆聽簡介過程(II) F.考察團員專心聆聽簡介過程(III) 

    
G.考察團員專心聆聽簡介過程(IV) H.水庫耐震案例介紹(田頭秀和先生) 

    
I.水庫耐震案例介紹(簡報 I) J.水庫耐震案例介紹(簡報 II) 

圖 3-10 參訪農村工學研究部門過程一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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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藤森新作研究員協助現地解說 B.減災試驗室入口 

    
C.壩體水工模型試驗(I) D.壩體水工模型試驗(II) 

    
E.大型地震仿製離心機(I) F.大型地震仿製離心機(II) 

    
G.團員仔細參觀獨特設備 H.洪團長代表致贈紀念品(I) 

    
I.洪團長代表致贈紀念品(II) J.臺灣考察團合影留念 

圖 3-11 參訪農村工學研究部門過程一覽(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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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源及排水設施及管理參訪 

3-2-1 水庫設施：栃木縣農政部那須農業振興事務所深山大壩 

栃木縣農政部那須農業振興事務所深山大壩及水庫設施，深山水

庫位於栃木縣鹽原市一級河川那珂川水系，深山壩是在那珂川上游建

造的農業、供水和發電多用途大壩，是國家運營的開拓性建設項目之

一，為了促進戰後糧食生產的增加，該水庫壩體於 1973 年完工，灌溉

整個那須台地。 

深山水庫之集水區流域面積 52.9 km
2、水庫滿水面積 97 萬 m

2、有

效蓄水深為 32 m、總蓄水量 2,580 萬噸、有效蓄水量 2,090 萬噸、最大

取水量 11.16 cms、計畫排洪量 840 cms、壩體為塊石混凝土重力壩、

表面舖設瀝青，堤高 75.5 m、堤頂長(岸高)333.80 m，屬於堆石壩；本

水壩受益面積 4,300 ha(公頃)，除了提供農業灌溉並兼具民生及發電等

效益。 

深山水庫設有沼原水力發電廠。該發電廠是世界上最大的抽水式

發電廠之一，最大輸出功率為 67 萬 5,000 KW。發電廠位於地下，但

可以在位於入口後方的“森林電站故事”展廳了解它的運作方式。此

外，大壩位於日光國立公園，大壩周圍充滿了豐富的自然景觀，可以

欣賞到四季的景色，如清新的綠色，深綠色，紅葉等，特別是秋天的

紅葉漸變被稱為“三步染色”，從山頂到山腳漸變的色塊是壯觀的景色。

圖 3-12 為深山水庫集水區及水系沿線重要蓄水設施一覽，圖 3-13 則為

深山水庫的水路輸水分布概況，圖 3-14 為深山水庫壩體寫真及構造，

團員於深山水庫壩頂現地參訪過程如圖 3-15。 



22 

 

圖 3-12 深山水庫集水區及水系沿線重要蓄水設施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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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水路輸水分布圖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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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深山水庫壩體寫真及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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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深山水庫意象標示 B.深山水庫湖區 

    
C.現地看板說明(I) D.現地看板說明(II) 

    
E.大壩水尺 F.取水井 

     
G.溢洪道(I) H.溢洪道(II) 

    
I.管理辦公室 J.臺灣考察團合影留念 

圖 3-15 深山水庫現地參訪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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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取排水設施：關東農政局-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 

本次參訪考察團於 10 月 23 日下午參訪位於千葉縣的關東農政局

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首先於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 2F 會

議室由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調查設計課 中津熊真幸課長 歡迎

臺灣考察團並介紹事業經營概況，本次特定介紹 6 處抽水站概況，包

含白山甚兵衛抽水站、吉高抽水站、宗吾西抽水站、宗吾北抽水站、

埜原抽水站及一本松抽水站(圖 3-16~圖 3-21)；圖 3-22 為本次於會議室

聆聽中津熊真幸課長介紹及意見交流過程一覽 

印旛沼的二期受益範圍包括：千葉縣成田市、佐倉市、八千代、印

西市、酒々井町與榮町等 6 市町，約 5000 公頃之範圍，主要農業活動

以種植水稻和養殖為主(如圖 3-23 所示)。二期事業主要是維護更新並整

併一期事業之老化設施。 

印旛沼一期工程建設前與建設後的差異為一期工程建設前沼澤面

積較大。由於日本早期農地不多，多是沼澤。印旛沼自 1935 年起，每

隔三年(昭和 10 年、昭和 13 年及昭和 16 年)就發生一次大洪水，並造

成大範圍淹水損失。且二次戰後因糧食不足，為因應國家增加糧食的政

策與增加就業機會，於是1946年(昭和38年)開始進行印旛沼一期事業。

事業中建設堤防，抽出多餘的水，以增加農地可耕作稻米，一期工程於

1969 年完工。 

自一期工程 1969 年完工迄今已逾 40 餘年，現階段許多設施老化、

功能降低，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與經費以維護管理。由印旛沼周邊

土地利用變遷圖中可發現，自 1965 年迄今住宅、市街、道路等用地增

加，農地減少。隨著都市化之發展，印旛沼造成都市排水增加，加上排

水設備老化，往往洪水時造成嚴重之農業損失。鑑此，二期農業水利事

業主要包括：1.翻新老化之排水設施，以維持穩定的農業供水，並改善

排水不良之問題；2.透過整合和水資源管理制度，減少抽水站數量以減

少維護費用(如圖 3-24 所示)；3.透過迴歸水之應用，以降低農藥汙染之

情形(如圖 3-25)。本次參訪之簡報介紹除了 6 處抽水站之外；另外針對

印旛沼一期工程及印旛沼二期工程概說進行說明(圖 3-26~圖 3-31)。 

印旛沼周邊以生產業為主，流域之水稻生產量如表 3-1 所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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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町村產量總計約 49 千噸，佔千葉縣水稻總生產量(約 347 千噸)之

14 %。近幾年來，日本稻米過剩，近年來開始思考轉作其他種作物。例

如配合水稻之輪作，開始生產和銷售飼料用作物黑豆等。然而目前所遭

遇的困難為農村人力老化，人力不足等。 

 

表 3-1 水稻生產量(農林水産省 2013 年作物調查結果) 

市町名 水稲生産量(公噸) 市町名 水稲生産量(公噸) 

成田市 18,100 酒々井町 1,300 

佐倉市 7,430 榮町 6,410 

八千代市 1,930 關係 6 市町 49,470 

印西市 14,300 千葉縣全体 337,400 

 
 

圖 3-30 及圖 3-31 為後續現地考察之地點(白山甚兵衛抽水站)之重

要基本功能介紹，並於會議室介紹完畢後，由調查設計課 中津熊真幸

課長及環境專門官 皆川裕樹博士陪同臺灣考察團親至現場進行現地抽

水設施、排水設施、抽水機房、儲水塔、中央控制機房等的說明與介紹

(圖 3-32~圖 3-33 所示)。因 4~8 月為主要農業用水時期，參訪時為 10

月，故參訪時機器為無運轉狀態。所採用設備為自動控制，透過面板可

即時監測各取水口之計畫水量與實際取水量。本地區灌溉水源均取水自

印旛沼，因印旛沼河川水位較低均以抽水方式引水至蓄水塔再以蓄水塔

供水至各農田，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因前期工程設施均已老化加上

管理費龐大用水需求日益增大遂於平成22年~平成34年辦理二期事業，

主要效益為維持農業用水穩定、改善排水不良地區問題、降低管理人員

及管理費、解決用水不足問題，本期工程共施設 3 處抽水機場、3 處排

水機場、六個蓄水站、幹線引水路 1.2 公里、幹線排水路 1.1 km、支線

灌溉水路 51.7 km 工程受益面積 5,002 ha(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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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白山甚兵衛抽水站(平成 27 年啟用) 

 
圖 3-17 宗吾北抽水站(平成 27 年啟用) 

 
圖 3-18 舊有宗吾機場(抽水排水站)之結構補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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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吉高抽水站施工狀況一覽 

 
圖 3-20 宗吾抽水站施工狀況一覽 

 

圖 3-21 埜原抽水站及一本松抽水站設施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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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I) B.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II) 

    
C.中津熊真幸課長 歡迎臺灣考察團 D.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業務介紹 

    
E.團員專心聆聽及筆記 F.中津熊課長與蔡顧問交換看法 

    
G.洪團長提問交流 H.臺灣考察團合影留念 

圖 3-22 關東農政局-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參訪過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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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印旛沼區域空拍圖 

 

 

圖 3-24 印旛沼二期事業整合概念 

 

 

圖 3-25 田間迴歸水流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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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新設抽水站啟用引進印旛沼水源進入乾旱地區(空拍圖) 

 
圖 3-27 印旛沼一期農業水利事業概要 

 

圖 3-28 印旛沼一期農業水利設施老舊損壞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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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設計概要 

 
圖 3-30 白山甚兵衛抽水站諸元介紹一覽 

 

圖 3-31 白山甚兵衛抽水站輸水圳路系統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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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蓄水(出水)槽 B.排水設施 

    
C.低地排水路末端 D.取水口(右)及排水口(左) 

    
E.進水口前之水質淨化生態植生浮島 F.水質淨化生態植生浮島展示牌 

    
G.皆川裕樹博士講解(I) H.皆川裕樹博士講解(II) 

    
I.團員專心聆聽介紹說明(I) J.團員專心聆聽介紹說明(II) 

圖 3-32 白山甚兵衛抽水站現地參訪一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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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抽水機設備 B.團員參觀抽水設備 

    
C.自動控制監測設備介紹(I) D.自動控制監測設備介紹(II) 

    
E.團員聆聽系統操作說明(I) F.團員聆聽系統操作說明(II) 

    
G.團員聆聽系統操作說明(III) H.自動控制監測設備 

    
I.洪團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J.臺灣考察團合影留念 

圖 3-33 白山甚兵衛抽水站現地參訪一覽(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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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旱作灌溉規劃及管理參訪：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 

一、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業務介紹 

10 月 22 日參訪靜岡縣島田市之牧之原土地改良區及牧之原揚水

機場、掛川調整水槽等設施：牧之原農地綜合整備土地改良區(原名：

牧之原畑地総合整備土地改良区)，其設立目的為促進農地改良和發展，

設立或改良當地農業灌溉設施(簡介如圖 3-34)，牧之原土地改良區總受

益面積約 5,776 ha，其中 5,145 ha 為旱地主要種植茶樹，約 9,870 名員

工，營運方式分為一般性收入及特別性收入，一般性收入為相關補貼、

會員徵集等費用，特別性收入為國有項目捐款、縣政府資助等(圖 3-35)；

圖 3-36 則說明牧之原農業用水設施及對應權責管理單位。牧之原土地

改良區之管理費用則可區分為北部、中部、南部等不同區域徵收不同

工程設施項目及管理費用額度，詳細資料詳圖 3-37。 

本次參訪由三浦俊夫事務局長主持並致歡迎詞，相關業務及灌區

資料由事務局管理課長兼中央管理事務所所長三浦茂先生負責說明；

牧之原農地綜合整備土地改良區主要業務有 6 大項，分別為農業用水

來源確保及相關用水設施整備、農道整備、排水路整備、農用地(茶園)

整備、區域劃分整理及農地保全等，其中農業用水來源確保及相關用

水設施整備之業務由國土交通省及農林水產省協助，其他則為靜岡縣

政府協助整備。農業用水來源確保及相關用水設施之設立已由國土交

通省於該地區設置長島水壩、並由農林水產省協助水利設施之工程，

水壩建設約 1,670 億日元、水利設施則花費約 325 億日元，另關於靜岡

縣政府負責之相關農地設施整備，農業水利管路已設置約 151 km，布

設面積約 5,145 ha，排水路設置約 224 km，面積廣及 2,003 ha，相關農

用地已有 136 ha 土地劃為經濟茶園，農地保全面積則有 13 ha。 

牧之原旱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主要引水自長島水壩經由川口取

水工，取水 3.045 cms 經過 6 km 導水路送至牧之原揚水機場將水抽取

至金谷吐水槽後經由中央幹線及掛川幹線送至調整水槽，以上送水過

程為農林水產省辦理之國營事業，自調整水槽以下藉由國營幹線分水

工送水至縣營支線各加壓機場或給水栓給農戶取用，農戶可自行接管

噴灌或以水車載水噴灌，所引用農業用水除了灌溉茶樹外並用於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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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茶樹的除霜，使茶樹不置凍傷降低品質及產量。 

長島水壩之水源自大井川，總蓄水量 7,800 萬 m
3，下游水利設施

依序有川口取水工、牧之原揚水機場、金谷吐水槽等，川口取水工設

有一農水專用取水門，農業取水量約 3.045 cms；牧之原揚水機場則將

川口取水工引入水進行揚程，實際揚程為 170 m，機場內設有 40 及 70 

cm 之揚水機各 2 台，揚程流量約 3.045 cms；金谷吐出水槽為儲備牧之

原揚水機場輸送之水源，水槽有效容量為 10,100 m
3，吐出水槽後將引

入地區調整水槽，約每500 ha設置一5,000~10,000 m
3規模之調整水槽，

在通過加壓場灌溉附近需水農地，末端農地每 0.4~0.8 ha 設置一給水，

以利農地均勻灌溉。牧之原農業用水管路分布如圖 3-38、牧之原土地

改良區之供水系統則詳見圖 3-39；茲將本次參訪過程彙整如圖 3-40。 



38 

   
A.考察簡報介紹概要 B.金谷吐出水槽介紹 

   
C.牧之原抽水站介紹 D.牧之原農業水實態類型介紹 

圖 3-34 牧之原土地改良區介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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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牧之原旱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機構介紹 

 

圖 3-36 牧之原農業用水設施及對應權責管理單位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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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牧之原旱作灌區不同分區之設施及管理費用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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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牧之原農業用水管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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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牧之原土地改良區之供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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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牧之原土地改良區中央管理事務所 B.歡迎寒暄 

    
C.蔡慶儒顧問專業翻譯及詳細介紹 D.事務局長-三浦俊夫致歡迎詞 

    
E.三浦茂所長進行土地改良區業務簡介(I) F.三浦茂所長進行土地改良區業務簡介(II) 

    
G.團員專心聆聽及筆記(I) H.團員專心聆聽及筆記(II) 

    
I.洪團長代表致贈紀念品(II) J.臺灣考察團合影留念 

圖 3-40 牧之原土地改良區考察紀要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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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牧之原茶葉生產專區(金谷區域)現地考察 

牧之原地區境內主要地形為山坡、高原，平均氣溫約 15℃，年降

水量為 2,360 mm，年日照時數為 2,008~2,478 小時，日照時間充足，

土壤 pH 值約 5.0~5.5，弱酸性土壤環境則適合排水及茶栽。 

圖 3-41 為節錄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提供之重要簡報部

分。牧之原農業有超過 90 %以上為茶葉種植，牧之原茶葉生產區已於

平成 25 年登錄為世界農業遺產！根據最新的統計資料(平成 21 年)，

茶園面積總計 9,142 ha，包含島田市(2,380 ha)、牧之原市(2,610 ha)、

御前崎市(650 ha)、菊川市(1,700 ha)、掛川市(1,802 ha)。除了茶葉種植

外，尚有少數蔬菜、園藝生產等，茶葉為牧之原地區主要之高經濟價

值作物，茶作一年均產，可分為一番茶、二番茶、三番茶及秋冬番茶，

以一番茶之單位價值最高(2,312 日元/kg)，以秋冬番茶每 10 ha 收成 970 

kg 產量最大；表 3-2 為不同茶葉及採收之產量價格。 

由於近年深受寒害影響，茶葉產量也不如理想，圖 3-42 為牧之原

茶葉生產區霜害歷年統計一覽，以 2013 年為例，約有 3,205 ha 之茶作

受到凍霜害影響(霜害如圖 3-43 所示)，故相關防凍技術也隨之研擬而

出，如噴水冷凍法，噴水冷凍方法是利用噴灑器連續在茶料表面噴水

和冰的方法；利用冰變為 0°C 時釋放之潛熱（1 g 水約 80 Cal）防止茶

葉霜凍損壞，牧之原現有約 32 個地區、293 ha 實施此一技術，由於成

效不錯(圖 3-41 D.)，未來將持續推動及應用；本次茶區灌溉設施建設、

生產銷、氣候災害防治甚有成效，因此吸引本團多位農田水利會同仁

的興趣，提問許多問題並親製茶區勘查相關設施，茲將本次參訪及考

察過程彙整如圖 3-44~圖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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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簡介封面 B.茶區背景基礎資料介紹 

   
C.茶葉經營概況介紹 D.防霜措施介紹 

圖 3-41 牧之原茶區灌溉及生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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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牧之原茶葉區之流通行銷資料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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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牧之原茶葉生產區霜害歷年統計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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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茶葉生產區霜害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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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牧之原(金谷地區)茶葉專區(I) B.牧之原(金谷地區)茶葉專區(II) 

    
C.牧之原(金谷地區)茶葉專區(III) D.農民運送情形 

    
E.儲水設施(I) F.儲水設施(II) 

    
G.末端管路設備 H.現地風扇設施 

    
I.金谷地區灌溉系統介紹(I) J.金谷地區灌溉系統介紹(II) 

圖 3-44 牧之原茶葉生產區現地考察紀要一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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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團員抵達現場一覽 B.團員抵達現場拍攝一覽 

    
C.現場介紹(I) D.台灣旱作專家蔡正輝技師提問 

    
E.蔡慶儒顧問協助翻譯回答 F.嘉南農田水利會同仁提問討論 

    
G.團員親赴茶區查察設施 H.洪團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圖 3-45 牧之原茶葉生產區現地考察紀要一覽(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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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利產業參訪：デンカ(株)ポリマー(DENKA)加工技術研究所 

10月 23日上午參訪千葉縣 DENKA(暗)管渠加工技術及製造工廠；

Denka 公司的事業由五大部門所構成分別是高性能橡膠及樹脂、基礎

建設、電子尖端產品、生活環境產品、生活創新產品，此次參觀為千

葉工廠所製造生產使用於水田及旱地之暗渠排水管及相關產品，該廠

所生產之製品除了使用於農地排水外亦使用於水田或旱地之灌溉透過

閥門控制，目前最大管徑可以到達 60 cm；其強度可以承受曳引機之載

重且耐用年限可以達到 30 年。 

本次參訪 DENKA 公司；主要由與農田水利設施相關之環境資材

部接待說明，首先由環境資材部部長渡邊充(Watanabe Mitsuru)先生代

表歡迎，並分別由環境資材部環境資材課課長野澤陽司(Nozawa Youji)

先生及技術人員說明該公司之營運概況及主要推動於農田水利事業之

灌溉排水設施(系統)；針對旱作常見之排水不良可能導致淹水、病原菌

生長、根系腐爛進而影響收成，DENKA 公司利用最新研發之暗渠排水

管技術(トヨドレン)來解決此一問題。暗管排水管技術主要有 2 項功能，

第一為智慧化控制旱田之水量進出，使得水量容易管理，為田間作物

營造良好之作物生存環境，第二為改善農業工作環境，提升相關農業

機械之可行性，並在日本每年約 1 萬 8,000~2 萬 ha 之農地進行暗渠排

水技術。會議參訪過程詳圖 3-46；並於會議解說後，讓團員穿著安全

帽及服裝後親至工廠參觀管路生產製程，日方注重安全及品質的精神

令人敬佩，由於生產過程仍屬該公司機密，故無法拍攝紀錄，但仍讓

參與的團員印象深刻，廠區參觀後之會議交流討論非常熱烈(圖 3-47)。 

暗渠排水技術主要可分成 RaRa 給水箱、RaRa 水閥、暗渠管、RaRa

排水口及排水路管路化等構造，RaRa 給水箱利用其管路設計，可將補

給水分方式分成田面補給(常用於水稻)與地下補給(常用於旱作)，分別

因應不同情形所設計之補水方式；RaRa 水閥為控制田間水量，避免過

量水導致植物根系腐爛，設置智慧控制水閥並設定其水深(通常為 40 

cm)，一旦田間水深高於此設定水深，水位調整閥啟動將排除多餘之水

分至設定水深，如田間不需要水分時也可利用其設計將水分通通排除；

DENKA 公司提供相關專業資訊如圖 3-48~圖 3-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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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環境資材部部長渡邊充先生致歡迎詞 B.DENKA 公司主管列席參與 

     
C.DENKA 公司技術人員列席參與 D.環境資材課課長野澤陽司簡介暗管排水 

    
E.技術人員說明公司業務概況(I) F.技術人員說明公司業務概況(II) 

    
G.技術人員說明公司業務概況(III) H.技術人員說明公司業務概況(IV) 

    
I.團員專心聆聽情形(I) J.團員專心聆聽情形(II) 

圖 3-46 DENKA 公司考察紀要一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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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NKA 公司廠區一景(I) B.DENKA 公司廠區一景(II) 

    
C.台東水利會同仁提問交流 D.嘉南水利會同仁提問交流 

    
E.洪銘德科長提問交流 F.渡邊充部長回覆提問 

    
G.野澤陽司課長回覆提問 H.技術人員回覆提問 

    
I.洪團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J.臺灣考察團參訪生產線後合影留念 

圖 3-47 DENKA 公司考察紀要一覽(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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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位調節簡介封面 B.水位調節設施使用介紹(水閘) 

   
C.水位調節設施使用介紹(給水) D.水位調節設施使用介紹(排水) 

圖 3-48 水位調節器材設施及施作介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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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閘器材簡介封面 B.水閘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 

   
C.水閘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I) D.水閘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II) 

圖 3-49 水閘器材設施及施作介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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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給水口器材簡介封面 B.給水口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 

   
C.給水口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I) D.給水口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II) 

圖 3-50 給水口器材設施及施作介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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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排水口器材簡介封面 B.排水口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 

   
C.排水口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I) D.排水口器材設施使用介紹(III) 

圖 3-51 排水口器材設施及施作介紹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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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得與建議 

4-1  心得 

本次參訪內容包含學術與技術交流研討、基層灌溉設施及管理觀

摩、大型水利取水、蓄水、排水工程的參訪；旱作灌溉考察成果相當

豐碩；茲將本次參訪心得整理如下： 

1. 本次參觀日本在農業用水方面不斷採用新技術和新方法。例如，結

合大規模興修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改變傳統做法，在低窪地區鋪

設排水暗管代替明渠並結合抽水機的應用，將原無法耕作的泥濘區

滯水排乾，得以擴大耕作面積的方法，且由於採暗管方式鋪設，更

可防止設施滲水、漏水及破損，並減少日後維護成本支出；另在缺

水地區推廣噴灌減少漫灌，重復使用灌溉用水等方法以達到更佳供

水效率，實值得我國日後農業灌溉用水管理之借鏡。 

2. 依據水利署資料台灣年平均降雨量達2,510毫米，高於世界平均值，

惟降雨分布不均，多集中於五月至十月，因此可資利用之降雨量僅

約 20%至 25%，為解決國內面臨之水資源缺乏困境，惟有積極提升

用水效率，避免水資源的浪費，方能達成「水資源永續利用」目標。

近年因氣候變遷，有關水資源所衍生的問題亦困擾著台灣，透過本

次的參訪讓我們深深體會日本水權、用水事務的統一，水源調配制

度化、公平化，以及一系列的節水政策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

的。 

3. 我國為於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目前正致力開發各項綠能發電，

其中水利方面之水庫水力發電、埤塘及圳路太陽能發電均屬之。本

次參訪日本栃木縣深山水壩，其壩區位於板室地區深山處，屬於農

業、自來水、發電等用途的多目的水壩，水壩周邊也有「森林的發

電故事館(即沼原發電所展示館）」，在館內能了解到水力發電的構

造，農業發展與水源灌溉密不可分。 

4. 牧之原土地改良地區，主要為產茶區，雖然此區養殖場地環境條件

相對優越，但沒有水源，在旱情狀態下易造成幼樹及成熟的樹木死

亡，導致無法避免收入減少和質量惡化等損害情形，故牧之原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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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擁有先進的多功能灌溉(農田灌溉、病蟲害防治、施肥、預防凍

害、鹽害防治)，尤其是針對農業灌溉用水，從水庫，取水工、導水

路、吸水槽、送水管、幹線、調整水槽、分水工、縣營支線至農民

取水，一整串聯式給水鏈，使得農業得以順利獲得水源灌溉；另凍

霜害防治(散水冰結法)，以噴水設備，大面積噴灑水，使水在茶葉

表面結霜，保護幼苗，牧之原土地改良區以規劃良善的水利設施供

應穩定的農業用水，配合灌溉管理與回歸水再利用，妥善地解決水

源不足問題，並透過改良之灌溉節水技術，提高農業生產與品質。

其成功之技術與經驗可作為農田水利從業人員推動相關業務之參

考，及我們未來推動灌區外農田水利灌溉之借鏡。 

5. 本次參訪較為特別的是參觀デンカ(株)ポリマー加工技術研究所，

藉由專業的介紹及進入工廠參觀其生產線，見識到日本政府輔助推

動該灌溉排水設施之特性及優點，該系統國內尚未見到，或許後續

可逐步引進良好具灌溉排水功能之灌溉設施(或系統)，以保障高經

濟作物區域農民面臨澇旱災之應變能力，以穩定生產效果，綜合本

次參訪之心得，許多設施設計理念及灌區管理方式值得後續本會推

動更新改善時納入設計思維，以期對農業盡一份心力。 

6. 本次考查接觸到日本社會有制度、有秩序的民族性，與台灣近乎短

視近利作風有明顯區別，地狹人稠的台灣要提升人文素養及行政效

率，實有眾多須改善節點，多如牛毛的法令相互制肘，各機關、單

位的執行互為牽絆，日本制度、作法及經驗實有眾多值得我們仿效

之處。並了解到各項技術與管理制度，其成功的經驗足勘我國推動

農田水利事業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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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議 

1.本次考察日本關東地區之旱作灌溉技術，層面包含產、官、學界；包

含日本農研機構(NARO)、關東農政局-印旛沼二期農業水利事業所、牧

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事務局、牧之原茶葉生產專區、屬於水

利產業一環的デンカ(株)ポリマー(DENKA)加工技術研究所；成果豐碩，

其中農業旱作(茶)栽培制度、水資源利用、水利設施建設、農業生產及

防災技術研發、水利設施之管理維護暨創造農業經濟篷勃發展、環境

生態維護之成果值得國內學習。 

2.本次參訪日本農研機構(NARO)的農村工學研究部門，發現日本對於農

田水利領域的研究領域統整較國內齊全，並以國家的觀點設計研究部

門，以農村工學研究部門為例，該部門包含農田基礎工程、設施工程、

水利工程、區域資源工程等 4 大研究領域單位及農土改良、農業用水

管理…28 項研究項目，研究方向設國家遭遇之困難或挑戰立即調整，

例如 311 事件後興建之海嘯及地震大型防震研究設施，若無國家資源

挹注或主導，甚難積極推動及前進，其研究資源均由國家政府主導，

其後續效益顯而易見，反觀國內農田水利之研究機構並無國家級之機

構，農業試驗所及各區位之農業改良場、茶業改良場均以農藝為主軸，

以農田水利為主軸的農業工程研究中心僅為財團法人位階，因此近年

面臨不同農作物合理用水量或農業灌溉水權爭議時，國內農業機關或

水利機關均無完整之試驗資料或研究成果予以適當進行規劃或分配，

殊為可惜；日本對於行政及研究並重之政府組織編制，或許可以提供

國內政府組織再造時之參酌借鏡。 

3.本次參訪栃木縣農政部那須農業振興事務所深山大壩、印旛沼二期農

田水利事業所的抽(排)水站的設施；其取水、蓄水、給水、排水設施之

基礎建設方面及用水管理經驗，顯示日本對於灌溉排水及用水管理均

能充分考量水文、地文、農作條件，配合不同用水管理機構進行取水

及合理分水，為達成目標，完善的水路設施及各具不同功能的水工構

造物均須相互配合，並利用完整建置之水文遙測系統進行大區域性的

水資源供需管理，取水技術及用水管理妥當，其相關關鍵值得國內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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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參訪牧之原畑地總合整備土地改良區及其轄下之茶業專業生產區，

對特定生產作物(茶葉)劃定及其整體灌區用水設施規劃完善印象深刻，

透過金谷茶區的現地勘查，發現各級供水系統、蓄水設施、末端灌溉

設施設置的完善及面臨天氣災害的應對方法研擬得宜；造就高品質、

高單價、高收益、高知名度的專業特定作物產區；其成功做法可為國

內農田水利會轄內協助穩定灌溉給水或農委會針對灌溉事業區外(灌

區外)以旱作栽培為主之耕地推動給水灌溉設施規劃建設之很好的借

鏡參考。 

5.本次參訪產業界的千葉縣 DENKA(暗)管渠加工技術及製造工廠，該公

司藉由日本農研機構(NARO)農村工學研究部門研發之暗管排水管技

術，針對旱作常見之排水不良可能導致淹水、病原菌生長、根系腐爛

進而影響收成之問題，DENKA 公司利用最新研發之暗渠排水管技術

(トヨドレン)來解決此一問題；該項產出乃藉由多年科學研究產出，落

實為具體設備及系統，並在政府輔導下，藉由政府補助 90 %方式，提

高農民使用安裝之意願，不但解決農民遭遇農業生產環境不良之問題，

亦能扶植本土(農田)水利產業，是非常成功的產官學三贏成果；作法

值得國內近年積極推動水利產業之際借鏡參考；其次該暗渠排水管技

術(トヨドレン)建議可於國內進行前期研究或試驗，確認功能及於國內

農地適用性後再行推廣之研議，以期能增進國內農業生產效益。 

6.經由日本的案例顯示日本關東地區幾個土地改良區大部分均為旱地且

取水不易，日本並非缺水的國家水資源相對豐沛，但仍對用水問題壓

力沉重，部分係因工商業蓬勃發展及人口增加所增加之需求，另一部

份亦因渠道漏水造成水資源浪費，所以目前積極開源外，亦採用工程

方法改善渠道漏水問題，對於旱地水資源供應困難的地方，也積極透

過開闢蓄水池及旱作管路等方式改善灌溉水源不足的問題。 

7.台灣水利設施存在已有很久的歷史，其農業耕作之形態演變，也隨時

間、地點、氣候及人為因素在改變中，尤其人口政策始終影響農業發

展習習相關，因人口增加而須改變耕作方式，相對農業耕作在改變中，

為了提升農作物產量，必須提供利於耕作之需求及條件，將來極需政

府相關法令及國家政策配合，讓農業生產順利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