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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2003)，山坡地滯洪池之滯洪量計算

方法採用三角單位歷線法，其中入流量歷線之

尖峰入流量為 50 年頻率開發後逕流量 Qp，而

允許之尖峰出流量為 25 年頻率開發前逕流量

qp，其水理計算甚為簡便，係設定滯洪池之入

流量歷線為三角形，其尖峰入流量為 Qp，尖

峰入流量到達時間為 Tp，基期為 Tb，滯洪池

排放孔口之尖峰出流量為 qp，其出流量歷線亦

設定為三角形，其圖形如下圖 1.1。 

由圖 1.1，斜線之面積即為滯洪池之滯洪

量，因此其滯洪量為： 

S=
22

pbpb qTQT ×
−

×
 = )(

2 pp
b qQ

T
−    (1.1) 

(1.1)式中 S=滯洪量，Qp=滯洪池之尖峰入

流量，qp=排放孔口之尖峰出流量，Tb=入流量

歷線之基期。當 Qp 與 qp 之單位為 cms，Tb 之單

位為 hr，S 之單位為 m3，則(1.1)式為 

S= 3600)(
2

×− pp
b qQ

T
 (m3)    (1.2)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同時並規定入流量

歷線之基期 Tb，未滿 1 小時需以 1 小時計，惟

規範中未規定基期如何計算，而影響基期之最

重要因子即為整場雨之降雨時間，規範中又未

規定入流量歷線之整場雨降雨時間，以致使得

基期之計算無一定標準，常造成工程師設計時

之困擾。 

貳、 SCS 流量歷線之基期 

關於滯洪池入流量歷線基期 Tb 之計算，

於水土保持計畫中常見採用 SCS 流量歷線之

方法，其圖形如下圖 2.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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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Tc
0.5＋0.6Tc                   （2.2） 

Tb ＝ TP ＋ Tr ＝ TP ＋ mTP ＝ TP ＋ 1.67TP ＝

2.67TP=2.67(Tc
0.5＋0.6Tc)           （2.3） 

式中，Qp=尖峰流量（cms），A=集水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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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積（ha），Tp=尖峰流量到達時間（hr），

Tb=流量歷線之基期，Ｔ0=降雨時間（hr），I1=

均 勻 降 雨 強 度 (mm/hr) ， I0= 均 勻 入 滲 率 

(mm/hr) ， IP=I1–I0= 超 滲 降 雨 強 度 ，

0．＝ TIPe P =超滲降雨量（mm），Tc=集流時

間（hr）。 

由 （ 2.1 ） 式 中 ， 其 尖 峰 流 量 為

Qp=0.00208PeA/ Tp，與合理化公式求得之 Qp 其

物理意義並不同。由（2.2）式、（2.3）式不同

之 Tc 與 Tb 關係可整理如表 2.1。 

表 2.1  SCS 歷線 Tc 與 Tb 關係表 

Tc Tc Tp=Tc
0.5+0.6 Tc Tb=2.67Tp Tb 

(min) (hr) (hr) (hr) (min)

1 0.0167 0.1392 0.3717 22 

2 0.0333 0.2025 0.5407 32 

3 0.0500 0.2536 0.6771 41 

4 0.0667 0.2983 0.7965 48 

5 0.0833 0.3386 0.9041 54 

6 0.1000 0.3762 1.0045 60 

10 0.1667 0.5083 1.3572 81 

12 0.2000 0.5672 1.5144 91 

15 0.2500 0.65 1.7355 104

20 0.3333 0.7773 2.0754 125

30 0.5000 1.0071 2.6890 161

參、 合理化方式 

在（1.2）式中之 Qp，係依據「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3)第 17

條規定，係採用合理化公式計算求得，因此公

式中之 Tb 亦應配合相同之降雨強度公式予以

計算 Tb。合理化公式如下， 

Qp= ACI T
t360

1
               （3.1） 

式中，Qp=尖峰流量(cms)，C=逕流係數，

T
tI =降雨強度(mm/hr)，A=集水區面積(ha)。當

降雨時間 t=T0=Tc，基期 Tb=2Tc，其流量歷線如

下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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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合理化公式線性化流量歷線(T0=Tc) 

由於實際降雨時，整場雨不可能從頭至尾

其降雨強度皆為均勻，因此可利用降雨強度公

式先推算出設計雨型，然後再求得流量歷線。 

肆、 案例比較 

由第貳節表 2.1 可知，以 SCS 流量歷線法

計算基期 Tb 時，當集流時間 Tc≦6 分，其 Tb≦1

小時，當 Tc＞6 分，其 Tb＞1 小時，以下以 Tc=5

分、Tc=20 分為例，探討「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3)規定之 Tb 值與採用

設計雨型兩者在逕流歷線其逕流體積之差異。 

設有一集水區集水面積為 A=1.0 公頃，開

發 後 逕 流 係 數 C=0.95 ， 年 平 均 降 雨 量

P=4,000mm，頻率年 T=50 年，依據「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3)無因

次降雨強度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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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

P
33.189.42 +

)2 (4.6) 

H=(
P

P
836.133.65 +−

)2  (4.7) 

將 P=4,000，T=50 代入（4.1）式～（4.7）式得， 

54500.0
50

)55(
92.1541

+
=

t
It   (4.8) 

4.1  當 Tc=5 分（Tc≦6 分） 

（A）設計雨型 

採用 T0=Tc=5 分，總降雨時間 Td=11T0=55 分，

則 Tb=55+5=60 分，其設計雨型與利用（4.8）

式求得 Qp 如表 4.1，將 t 與 Qp 繪如圖 4.1 所示。 

表 4.1 設計雨型與 Qp 關係表 

t（分） It
50（mm/hr） 雨型I(mm/hr) Qp（cms）

5 a 165.57 a 165.57 0.437 

10 b 158.50 2b-a 151.43 0.400 

15 c 152.22 3c-2b 139.66 0.369 

20 d 146.61 4d-3c 129.78 0.342 

25 e 141.54 5e-4d 121.26 0.320 

30 f 136.94 6d-5e 113.94 0.301 

35 g 132.74 7g-6f 107.54 0.284 

40 h 128.89 8h-7g 101.94 0.269 

45 i 125.33 9i-8h 96.85 0.256 

50 j 122.04 10j-9i 92.43 0.244 

55 k 118.99 11k-10j 88.49 0.234 

當總降雨時間 t= Td（單位為分）所之造

成之逕流體積 S1 可表示為 

S1= CAP ×× = CATI d
Td

×××
60

50
 

當 A 單位為公傾，則上式為， 

S1= ( ) CATI
dTd ×××× 10000

601000

50

 

  = CATI dTd
×××× 50

6
1

  (m3)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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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設計雨型入流量歷線圖 

（B）「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54500.0
50
5 )555(

92.1541
+

=I =165.57  mm/hr 

Q= ACI 50
5360

1
= 0.157.16595.0

360
1

×××

=0.437 cms 

依表 2.1，當 Tc=5 分，Tb=54 分＜60 分，

採用 Tb=60 分，將「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入流

量歷線與圖 4.1 設計雨型入流量歷線繪如圖

4.2。 

當 t= Tc（單位為分），「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入流量歷線之逕流體積 S2 可表示為 

S2=
2360

1 50 b
T

TAIC
c

×××  

當 Tb 單位為分，A 單位為公傾，則上式為， 

S2=
2

60
360
1 50 ×

××× b
T

TAIC
c

 

= bT TAI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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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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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入流量歷線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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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逕流體積比較 

將「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入流量歷線之逕

流體積 S2，除以設計雨型入流量歷線之逕流體

積 S1，亦即（4.10）式除以（4.9）式可得其比

例 FS， 

FS=
1

2

S
S

=
dT

bT

TI
TI

d

c

×
×

50

50

2
1

  (4.11)  

利用（4.11）式，本例之 FS 為， 

FS=
5599.118
6057.165

2
1

×
×

× =0.759 

4.2  當 Tc=20 分（Tc＞6 分） 

（A）設計雨型 

採用 T0=Tc=20 分，總降雨時間 Td=2T0=40

分，則 Tb=40+20=60 分，其設計雨型與 Qp 計算

如表 4.2，將 t 與 Qp 繪如圖 4.2 所示。 

（B）「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54500.0
50
20 )5520(

92.1541
+

=I =146.61  mm/hr 

QPp= ACI 50
5360

1
 

= 0.161.14695.0
360

1
××× =0.387  cms 

依表 2.1，當 Tc=20 分，採用 Tb=125 分，將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入流量歷線與圖 4.3 設

計雨型入流量歷線繪如圖 4.4。 

（C）逕流體積比較 

    利用（4.11）式，本例之 FS 為， 

FS=
4089.128

12561.146
2
1

×
×

× =1.777 

伍、 綜合比較 

同第肆節計算方法，將年平均降雨量分為

P=4000，3500，3000 與 2500mm 等 4 種狀況，

以及將集流時間分為 Tc=1，2，3，4，5，6，

10，12，15，20 與 30 等 11 種情況，利用（4.11）

式計算當頻率年 T=50 時之 FS，其結果整理如

下表 5.1～表 5.4，圖形整理如圖 5.1～圖 5.3。 

 

表 4.2 設計雨型與 Qp 關係表 
t（分） It

50（mm/hr） 雨型I(mm/hr) Qp（cms）

20 a 146.61 a 146.61 0.387 

40 b 128.89 2b-a 111.17 0.293 

圖 4.3  設計雨型入流量歷線圖 

0

0.1

0.2

0.3

0.4

0.5

0 20 40 60
t(分)

Q
(c

m
s)

圖 4.4 入流量歷線比較圖

0

0.1

0.2

0.3

0.4

0.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
00

1
10

1
20

t(分)

Q
(c

m
s)

Q(規範)

Q(設計雨型)



 

   
   學術天地   53  

 

 

 

 

表 5.1 入流量歷線逕流體積比較表（P=4000mm） 
水土保持規範 設計雨型 

P t=Tc 
50
TcI  Tb Td 50

TdI  備註 

（mm） （min） （mm/hr） （min） （min） （mm/hr） Tb（min） 

FS 

1 171.91 60 59 116.69 60 0.749 

2 170.26 60 58 117.26 60 0.751 

3 168.65 60 57 117.83 60 0.753 

4 167.09 60 56 118.40 60 0.756 

5 165.57 60 55 118.99 60 0.759 

6 164.08 60 54 119.58 60 0.762 

10 158.50 81 50 122.04 60 1.052 

12 155.90 91 48 123.33 60 1.198 

15 152.22 104 45 125.33 60 1.403 

20 146.61 125 40 128.89 60 1.777 

4000 

30 136.94 161 30 136.94 60 2.683 

註：P=4000mm 之無因次降雨強度公式為 1541.92/(t+55)0.54500。 

表 5.2 入流量歷線逕流體積比較表（P=3500mm） 
水土保持規範 設計雨型 

P t=Tc 
50
TcI  Tb Td 50

TdI  備註 

（mm） （min） （mm/hr） （min） （min） （mm/hr） Tb（min） 

FS 

1 170.14 60 59 114.58 60 0.755 

2 168.47 60 58 115.14 60 0.757 

3 166.85 60 57 115.71 60 0.759 

4 165.27 60 56 116.29 60 0.761 

5 163.73 60 55 116.88 60 0.764 

6 162.23 60 54 117.47 60 0.767 

10 156.60 81 50 119.94 60 1.058 

12 153.99 91 48 121.23 60 1.204 

15 150.28 104 45 123.24 60 1.409 

20 144.62 125 40 126.81 60 1.782 

3500 

30 134.90 161 30 134.90 60 2.683 

註：P=3500mm 之無因次降雨強度公式為 1596.01/(t+55)0.5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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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入流量歷線逕流體積比較表（P=3000mm） 
水土保持規範 設計雨型 

P t=Tc 
50
TcI  Tb Td 50

TdI  備註 

（mm） （min） （mm/hr） （min） （min） （mm/hr） Tb（min） 

FS 

1 167.85 60 59 111.81 60 0.763 

2 166.16 60 58 112.38 60 0.765 

3 164.52 60 57 112.95 60 0.767 

4 162.92 60 56 113.53 60 0.769 

5 161.36 60 55 114.12 60 0.771 

6 159.85 60 54 114.72 60 0.774 

10 154.15 81 50 117.19 60 1.065 

12 151.50 91 48 118.49 60 1.212 

15 147.76 104 45 120.51 60 1.417 

20 142.04 125 40 124.09 60 1.789 

3000 

30 132.24 161 30 132.24 60 2.683 

註：P=3000mm 之無因次降雨強度公式為 1675.23/(t+55)0.57153。 

表 5.4 入流量歷線逕流體積比較表（P=2500mm） 

水土保持規範 設計雨型 
P t=Tc 

50
TcI  Tb Td 50

TdI  備註 

（mm） （min） （mm/hr） （min） （min） （mm/hr） Tb（min） 

FS 

1 164.82 60 59 108.04 60 0.776 

2 163.10 60 58 108.61 60 0.777 

3 161.42 60 57 109.18 60 0.778 

4 159.79 60 56 109.77 60 0.780 

5 158.20 60 55 110.36 60 0.782 

6 156.66 60 54 110.96 60 0.784 

10 150.85 81 50 113.45 60 1.077 

12 148.16 91 48 114.75 60 1.224 

15 144.36 104 45 116.79 60 1.428 

20 138.56 125 40 120.40 60 1.798 

2500 

30 128.63 161 30 128.63 60 2.683 

註：P=2500mm 之無因次降雨強度公式為 1801.92/(t+55)0.5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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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FS 比較圖（Tc=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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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FS 比較圖（Tc=10 分～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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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結論與探討 

一、「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中對於滯洪池入流

量歷線之基期 Tb，規定 Tb≦1 小時需採用

1 小時，而對於 Tb 如何計算，則未有規

定。常見水土保持計畫中，採用 SCS 歷

線之 Tb=2.67(Tc
0.5＋0.6Tc)代之，惟 SCS 歷

線之尖峰流量係為 QP=
P

e

T
AP00208.0

，而

非以合理化公式 QP=CIA/360 所求算者，

其兩者代表之物理意義不同，若予以混

用，則結果誤差必大。 

二、為探討基期採用 Tb=2.67(Tc
0.5＋0.6Tc)之誤

差，茲以頻率年 T=50 年，並依據無因次

降雨強度公式，比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與設計雨型兩種方法之滯洪池入流量歷

線逕流體積比 FS，可得如下結論： 

（1） 當 Tc≦6 分，將「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與設計雨型兩種方法同樣採用

Tb=60 分予以比較，由圖 5.1 可知，

此時 FS 皆小於 1.0，此亦即反映出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入流量歷

線規定 Tb≦1 小時需採用 1 小時其

逕流體積較小，若依此設計，則安

全性不足。 

（2） 當 Tc＞6 分，將「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法之基期採用 Tb=2.67(Tc
0.5＋

0.6Tc)，而設計雨型法仍採用 Tb=60

分予以比較，由圖 5.2 與圖 5.3 可

知，此時 FS 皆大於 1.0，此亦即反

映出「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入流

量歷線採用 Tb=2.67(Tc
0.5＋0.6Tc)，其

逕流體積較大，若依此設計，則過

於保守。 

三、入流量歷線之基期 Tb 為求算滯洪量 S 之

重要因子，建議「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於

修訂時，予以明定 Tb 之求算方法，俾利

編製水土保持計畫時統一參照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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