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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序

人類歷史與文明的發展與水資源開發利用息息相關，台灣的發展亦不例外。台灣屬海島型國家，又

位於颱風及季風帶，雨量雖多但豐枯不均，故近代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多以能蓄豐濟枯的水庫建設為主。

戰後迄今的 70 餘年間，台灣所興建的大型水庫從北到南有翡翠、石門、鯉魚潭、德基、南化、曾

文等，其中以石門水庫歷史最早、最為國人所熟悉。石門水庫建設係由中央全力主導與執行，先是經

濟部成立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繼而由行政院接手成立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正式立案推動，建設委員

會主任委員則由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兼任，可見石門水庫建設當時倍受重視之情形，這在台灣水庫

史上可謂絕無僅有。

石門水庫完工後移交由省府接管營運至今已超過半世紀，管理機關歷經多次組織改制更名，現由本

署北水局管理。石門水庫建設推動期間的所有文件資料與圖說照片等，所幸均完整保留下來，未因機

關改制與年代久遠而流失或毀損。北水局傾全局之力、以兩年時間將該時期堆積於倉庫的資料有系統

的整理歸檔，成果豐碩，令人佩服。

本書《水起，引水思源 - 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檔案故事》，是對石門水庫建設歷史的忠實回顧，不僅

可看到建設團隊之組織運作、更可見宏偉的水庫設施如何逐步成形，實為認識石門水庫原始風貌的最

佳教材；本書以檔案為核心素材之表達方式，精采絕倫，也是檔案加值應用的具體呈現。

本署所屬機關眾多，與地方發展關係密切，期盼後續也有類似專書出版，提供一個不同的認識所管

水利設施歷史方式，並有助於外界了解該設施與地方發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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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序

石門水庫歷經日本時代的芻議、戰後民間的殷殷期盼與台灣省水利局的規劃研究，於民國 43 年由

行政院成立專責單位接手推動，費時 10 年，於民國 53 年完工，為政府播遷來台初期最重要的水利建設。

石門水庫為劃時代水庫建設，推動初始雖緣由於桃園台地與大漢溪下游灌區分水糾紛與旱季缺水問

題，但其功能角色遠不止於此，還包括防洪、發電、公共給水與觀光，對北部地區的發展至關重大，

更是支撐桃園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重鎮的關鍵。

石門水庫建設在台灣水利史上極具特色，是唯一由行政院成立建設委員會推動者，美援貸款不僅提

供所需一半以上資金，更藉由美籍顧問的指導引入美國建壩技術及培養了大批水利人才，建設期間並

經歷世界罕見的壩型變更及超級颱風葛樂禮的侵襲等。10 年推動過程所產出眾多類型資料，包括文件

紀錄、設計圖說、水工試驗、施工照片等，其中有近 2 萬張工程原圖、超過 1 萬張施工照片底片，均

完整保留於本局 3 樓倉庫，惟塵封已久，因未經適當保管有逐漸毀損之虞，又外界無從探索其精要，

殊為可惜。

有鑑於此，藉由參加 18 屆金檔獎的助力，我們決定將這批寶貝徹底處理，從分箱整理、冷凍除蟲、

掃描分類、建置標準檔案庫房、訂定非公文檔案歸檔作業規定等，讓這批最可具體描繪水庫建設經過

的非公文資料正式納入檔案管理系統，成為機關檔案一環、使受到同樣的保護與照顧。

本書《水起，引水思源 - 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檔案故事》，串聯本次整理歸檔的非公文資料 ( 工程原圖、

施工照片等 ) 及既有公文檔案，重現石門水庫建設時期的偉大故事，除讓人感念前人的辛勞與對國家建

設貢獻外，更彰顯老檔案所獨具高度說服力之魅力；如此以檔案為主軸之歷史呈現方式，值得重視與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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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本書為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檔案應用專書，由建設時期數萬件檔案中，精選具代表性之公文、工程圖

說、照片及報告，以檔案為核心，配合文字闡述，展現石門水庫自籌劃伊始、規劃建設至完工移管各

時期之重要歷程。

全書共分 10 個章，各章之首均有總論，闡釋該章主題與內容；下分小節，援引前述各類型檔案，

佐以文字說明，將石門水庫建設歷程依序完整呈現。為求資料完備，除水庫籌劃建設單位之內部檔案

外，亦引用國史館、外交部、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及報紙等外部檔案。

身為水利人，閱覽石門水庫建設時期數量龐大的檔案文獻資料之際，深為感佩前人建設水庫之辛勞

付出，以及面對困難群策群力、努力不懈的工程師精神。石門水庫在峽谷中興築大壩，涵蓄充沛水源，

進而引水豐潤桃園台地，終能成就社會經濟的起飛動力、推動國家繁榮；因而，本書名為「水起，引

水思源」，除了具現水庫建成蓄水後，水位抬高湧起、形成高水位的「水起」壯闊景象，更期盼後人

在領受水庫供水之利時，能夠「引水思源」，感恩活水之源頭。

本書編撰期程僅有半年，為深刻展現檔案之意涵，編輯團隊全心投入，力求完成使命。編輯過程中，

江局長提綱挈領地引導提點、鉅細靡遺地溝通協助，誠為編輯團隊最重要的精神導師。在最後三個月，

江局長更於百忙之中，每周一次與編輯團隊進行討論，為本書設定完整架構、揀擇因果關鍵檔案、潤

飾說明文字，使本書更臻完善。而林課長及劉正工程司的大力協助，與編輯顧問群所提供的精闢建議，

亦是本書順利完成的重要助力。

石門水庫此一規模宏大之水利建設，誠如本書首頁監察院前院長于右任所題，為國家與人民帶來的

是「千年之利、億萬之福」。希望本書之編撰出版，能讓社會大眾感知前人興建水庫之心血，並深體

水利建設對國家之貢獻。





桃園台地為古大漢溪之沖積平原，惟受地殼抬升及台北盆地陷落影響，大漢溪被古新店溪襲奪改向，

從此大漢溪不流經台地，出現了台灣西部唯一的流出高山後轉東北流之河川。此一地形變動，使桃園台地

無大型河川，致水資源缺乏。明清時期起，先民積極開築埤圳，以蓄集天然降雨灌溉農地，然大部分均為「看

天田」。到了日本時代，桃園大圳從石門峽谷引入大漢溪水，讓桃園台地再度得到大漢溪的滋養。但在地

勢影響之下，桃園大圳僅能灌溉地勢較低之北桃園，水量又受季節豐枯影響，未臻理想；當時日人曾提出

於石門峽谷興建水庫之構想，惟因經費、技術與戰爭之影響，未能實現。

戰後地方企盼水庫的興建，以解決大圳與大漢溪 ( 原名大嵙崁溪 ) 下游灌區用水紛爭及克服旱季缺水問

題，因此發起組織「新竹縣石門水庫建設促進委員會」，由縣參議會長黃運金為主任委員，並運用地方經

費首先促成三坑子到石門壩址 4 公里的公路，於民國 38 年 3 月底完成，為水庫工程調查與勘測提供重要的

基礎建設。至民國 39 年，因新竹縣重劃為桃園、新竹、苗栗等三縣，該委員會改稱「桃園縣石門水庫建設

促進委員會」，隔年 6 月再改組為「大嵙崁

溪石門水庫建設促進委員會」，由桃園中壢

的國民大會代表吳鴻森任主任委員，更積極

推動興建計畫。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亦

派員參與該委員會之調查研究，與委員會合

力完成《石門水庫四十一年度工作報告》及
《石門水庫四十二年度工作報告》。

民國 43 年 4 月在行政院長指示下，

由經濟部組成設計委員會，開始了後續

10 年由中央政府主導推動的石門水庫建

設計畫。

壹、計畫緣起與推動歷程

主導單位 協力單位

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
( 民國 43 年 4 月 ~ 民國 44 年 7 月 )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

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
( 民國 44 年 7 月 ~ 民國 45 年 7 月 )

大嵙崁溪石門水庫建設促進委員會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

中央信託局

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 民國 45 年 7 月 ~ 民國 53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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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3 年 4 月在行政院長陳誠指示下，由經濟部、臺灣省政府建設廳、臺灣省水利局、臺灣電力

公司、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各派 1 員代表組成「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 石設會 )，委員會

下轄技術組及秘書組，主任委員由經濟部水利司司長鄧祥雲兼任，台大教授徐世大為總工程師，並聘

任薩凡奇、海門、康登第等國外專家參與研究。由於當時政府人力物力窘迫，因此各組人力係由各相

關單位調派人力支援。該會是政府為石門水庫籌劃的第一個正式任務編組，初步經費由農復會補助，

相關工作包括地質、水文、農業、經濟之基礎調查、水庫初步設計、估計工程成本等，期間提出約 100

種中英文專題報告。

民國 43 年 8 月桃園縣長徐崇德等地方仕紳代表上書總統陳情，說明民國 42 年及 43 年連續兩年發

生嚴重旱災，疾呼應早日興建水庫，更誓願負擔灌溉工程費三分之一，也提出籌款辦法，以每年農作

物分期償還及供給石門水庫義務民工等方法，顯見民間對興建水庫之急切期望。

民國 43 年 9 月 7 日副總統陳誠率領各首長視察石設會後，與地方仕紳座談會，積極回應民間對興

建石門水庫之期盼。陳誠期望藉由各單位的努力及友邦的協助，積極推動水庫建設，希望在現有組織

像「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及「大嵙崁溪石門水庫建設促進委員會」兩會，能加以合併，再添

上經費及人才訓練等單位，組成一個更有效率的組織，持續推動水庫建設。

民國 44 年 5 月石設會正式提出《石門水庫工程定案計劃報告》作為推動後續計畫之依據，並據以

申請美援，同年 6 月由總工程師徐世大赴美洽辦美援事宜，至此石設會的工作告一段落。

1.1  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

Shihmen Planning Commission, MO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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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802/A001/1/001( 共 5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43 年 2 月行政院令備查「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組織章程」。當時發文，本應使用「行政院」文頭，但卻將「經
濟部」公文文頭之「經濟部」劃掉，直接改為「行政院」，可見其是為爭取時效。本件為北水局典藏最早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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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005/A002/1/001( 共 11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43 年 3 月石設會向經濟部長呈報第一次委員會議紀錄。石設會雖已召開委員會議，但因籌備作業繁雜，故
至同年 4 月成立，5 月才正式運作，此簽呈為石設會發文第 1 號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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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62/001/1/001( 節錄 )

民國 43 年 4 月 15 日「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成立於中壢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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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2211/1/001

「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組織簡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下轄技術組及秘書組，技術組 77 人，秘書組 15 人，合計 9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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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046/A001/1/005

民國 43 年 8 月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發函石設會，檢送桃園縣長徐崇德等呈報總統之陳情書。陳情書內說明民
國 43 年發生嚴重旱災，疾呼應早日興建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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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館數位典藏 006-030201-00008-004-001P

◆ 民國 43 年 9 月 7 日副總統陳誠視察借用桃園縣中壢鎮公所辦公之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瞭解設計團隊工作進度，隨後到石門
桃園大圳招待所與地方仕紳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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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桃園縣龍潭鄉公所

◆ 民國 43 年 9 月 7 日副總統陳誠率領各首長，與地方仕紳座談紀錄。陳誠期望藉由各單位的努力及友邦的協助，積極推動水庫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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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檔    號

說    明

044/A700/A1203/2044/A700/A1203/1

民國 44 年 5 月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完成《石門水庫工程定案計劃報告》。該報告擬定石門水庫為防洪、公共給水、

灌溉及發電等多目標水資源開發計畫，並有詳細的工程項目設計與財務分析，爾後水庫建設籌備即據此申請美援，奠定水庫
建設推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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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2205/1/001( 共 42 張，節錄 1 張 )

《石門水庫工程定案計劃報告》之拱壩施工設備一般佈置圖，由圖面可知石門水庫大壩一開始係由國人規劃為拱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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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提出定案計劃後，由民國 44 年 7 月成立之「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 石籌

會 ) 接手加緊準備工作，18 位經濟建設專家擔任委員，由副總統陳誠兼任主任委員，徐世大任總工程師。

石籌會設有秘書處、工程處、財務處、土地處、會計室及統計室等處室，統籌石門水庫建設籌備作業。

石籌會繼續使用設計委員會於中壢鎮公所之辦公處所，持續石門水庫工程設計、施工規劃、辦理先期

工程、籌措經費及洽商美援等作業。先期工程中最重要的是改建桃園大圳的進水口，使得石門大壩壩

址清空，便利後續施工及不致影響桃園大圳灌區用水。建設籌備初期經費係由財政部、省政府墊付及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補助。

民國 44 年 5 月石設會即以石門水庫定案計劃內容，透過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 美援會 ) 向美國國

際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提出美援申請。44 年 10 月美國內政部墾務局審查後，認為該工程規劃完善、經濟

值得、財務可行，惟仍須對發電部分再進一步研究改善、地質問題須再加鑽探試驗。石籌會依據審查

意見修正後，向美國提出美援計劃申請書，隔年 4 月美國國際合作總署核准，石門水庫建設的腳步終

於向前邁進一大步。

1.2   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

Shihmen Construction Preparatory Commission

◆ 國史館 數位典藏 

006-030201-00008-004-

001P

◆ 民國 44 年 9 月 6 日副總
統 陳 誠 兼 主 委 ( 桌 中 )、

副主委蔣夢麟 ( 桌右 ) 聽
取總工程師徐世大 ( 桌左 )

報告石門水庫相關工程設
計與籌備情況。



壹‧計畫緣起與推動歷程 15

檔    號

說    明

044/A802/A001/1/001( 共 4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44 年 6 月 24 日經濟部轉行政院令發「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組織規程」; 依函內容籌備委員會組織案於 44 年 6 月 9

日行政院第 405 次院會決議通過。



16

檔    號

說    明

043/A005/A001/1/037

( 共 3 頁，節錄 1 頁 )

民國 44 年 6 月 10 日石門水庫設計
委員會技術組第 48 次週會紀錄。

徐世大總工程師將赴美洽談美援，

在週會中提醒同仁，即使獲得美
援，仍有不一定每年撥款的變數。

也說明政府興建石門水庫的決心，

並要求同仁，應作的事一定要作
到，可先開工的工程，先行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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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4/A101/A001/1/001( 共 79 頁，節錄 2 頁 )

石籌會於民國 44 年 12 月再向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提出 45 年度美援運用申請書，文中提及民國 44 年 5 月石設會曾請中
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轉送美援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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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5/A203/A001/1/003( 共 14 頁，節錄 12 頁 )

民國 45 年 3 月石籌會總工程師徐世大簽呈美國內政部墾務局審查報告 ( 民國 44 年 10 月 ) 中譯本。

石門水庫定案計劃經美國墾務局審查後，該局認為工程規劃完善、經濟值得、財務可行，惟仍須
對發電部分再進一步研究改善、地質問題須再加鑽探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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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5/A303/A002/1/001( 共 12 頁，節錄 5 頁 )

石籌會民國 45 年 5 月 2 日特別會議紀錄，會中說明民國 45 年 4 月 30 日行政院美援會已與美國簽訂美
援合約，研商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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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核定後，行政院於民國 45 年 7 月成立「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石建會 )，開始展開石門水庫

8 年之建設工作。委員會仍由副總統陳誠兼任主任委員，至民國 47 年 8 月改由蔣夢麟接任，徐鼐為執

行長，徐世大、顧文魁先後任總工程師，委員會下設工務處、大壩工程處、渠管工程處、秘書處、財

務處、土地事務室、會計室、統計室及人事室等處室。石建會成立時仍在中壢鎮公所辦公，直到民國

46 年 9 月才遷至十一份總辦公區。

檔    號

說    明

045/A011/A001/1/002( 共
2 頁，節錄 1 頁 )

民 國 45 年 7 月 18 日「石
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正式
成立。由於時間緊迫，初
期成立時仍延續使用前期
「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
會」的稿紙及關防，並將
「籌備」兩字刪劃。

1.3   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

Shihmen Development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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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5/A011/A001/1/003( 共 7 頁，節錄 3 頁 )

行政院 45 年 7 月 16 日代電公布「石門水庫建
設委員會組織條例」，依內容該條例奉總統 45

年 7 月 12 日令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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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7/A700/A6901/1/001

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於民國 45 年成立，此組織表為 47 年人員組織系統圖。石建會主要業務單位為大壩工程處 ( 處長由副總
工程師顧文魁兼任 )、渠管工程處 ( 處長由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局長章錫綬兼任 ) 及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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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6/A762/001/1/001( 節錄 )

民國 46 年 10 月副總統陳誠 ( 右三 ) 於水庫拱壩模型前，聽取石
建會總工程師徐世大 ( 左二 ) 、執行長徐鼐 ( 右二 )、副總工程師
顧文魁 ( 右一 ) 之工作報告。

徐鼐 ( 民國前 2 年 - 民國 81 年 )

徐鼐原為經濟部政務次長，民國 45 年調任石建會執行
長，負責執行各項任務，為水庫建設最重要之執行者。

徐鼐於石門水庫完工後，撰寫「石門水庫」，為石門水
庫建設工程留下珍貴紀錄。

徐世大 ( 民國前 17 年 - 民國 63 年 )

民國 36 年任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並兼臺灣省水利局顧
問。41 年參加水利局與大嵙崁溪石門水庫促進委員會，

負責設計組工作，43 年擔任石設會、石籌會、石建會總
工程師，直到 49 年，前後共計 8 年。

顧文魁 ( 民國前 5 年 - 民國 75 年 )

民國 37 年擔任臺灣電力公司天冷發電廠工程處處長，後
升任為協理。45 年任石建會副總工程師兼大壩工程處處
長，49 年晉升為總工程師。顧文魁於美援規定下，堅持
自營施工，由美國顧問一對一指導，迅速養成國內大壩
工程技術人員。在積極趕工下，帶領施工團隊依照進度
封堵導水隧道，完成水庫防洪準備工作，安然度過葛樂
禮颱風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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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化資料庫，系統識別號 : 0002412764

◆ 民國 47 年 8 月 5 日石建會主任委員交接，由陳誠 ( 左一 ) 交接給蔣夢麟 ( 右一 ) ，

監交人為當時行政院的政務委員王世杰 ( 中 )。同日副總統陳誠主持桃園大圳新進
水口通水典禮及大壩開基典禮。

陳誠 ( 民國前 14 年 - 民國 54 年 )

副總統陳誠字辭修，民國 38 年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

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綱領。而後擔任石
籌會及石建會主任委員 ( 至 47 年 8 月 )，在整個石門水
庫的籌劃、設計、建設過程中至關重要，為石門水庫建
設主導人物之一。

蔣夢麟 ( 民國前 26 年 - 民國 53 年 )

民國 37 年擔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47
年接任石建會主任委員。他曾說 :「壩工技術我不如顧
文魁，管理不如徐鼐。工程的事情我交給顧文魁去辦，

管理的事情交給徐鼐決定，我不過問。假如他們有問題
的話，他們來找我，那時我做決定、負全責 ; 他們做的
決定我也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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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754/A001/1( 節錄自《中華民國 47 年石門
水庫統計年報》)

◆ 資料來源 : 聯合報

民國 47 年 8 月 5 日副總統陳誠主持石門水庫大
壩開基典禮。同日舉辦桃園大圳新進水口完工
通水典禮 ( 詳 8.1)。

◆ 民國 47 年 8 月 5 日副總統陳誠主持石門水庫大壩
開基典禮之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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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7/A700/A5909/1/001( 節錄自《民國 47 年 8 月 5 日桃園大圳新進水口通水、石門大橋竣工、石門大壩開基典禮資料》)

民國 47 年 8 月 5 日石門水庫大壩開基典禮簽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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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份距離大壩近 ( 約三公里處 ) 且地勢較高、可直接通視大壩工區，由於地形平坦、面積適中，

且大部分為茶園，土地用途單純，較易徵收，故適合作為總辦公區。

十一份總辦公區面積約 32 公頃，共辦理三次土地徵收作業，建築包括辦公廳舍、美籍顧問宿舍、

職員宿舍、福利社、餐廳、醫務所、委員辦公室等，為石門水庫建設之核心辦公區域。另大部分現場

施工人員則居住於大壩下游左岸之大壩工區施工房舍。

1.4   十一份總辦公區

檔    號

說    明

047/A700/A5307/1( 節錄自《AP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LOAN FUND FOR CONTINUATION OF SHIHMEN MULTIPURPOSE DAM 

PROJECT》)

民國 47 年 4 月十一份總辦公區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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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5/A700/A6701/1/001( 共 10 張，節錄 1 張 )

十一份總辦公區包括辦公大樓、美籍顧問宿舍、職員宿舍、福利社、餐廳、醫務所、委員辦公室等建築。美籍顧問宿舍旁道路，

由於是美籍顧問每天通往大壩工區必經之路，故被當地居民暱稱為「美國路」，目前亦為正式道路名稱。

職員宿舍

餐廳

福利社

辦公大樓

美籍顧問宿舍

車庫
十一份醫務所

美
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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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5/A171/A001/1/001( 共 8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45 年 2 月 3 日石籌會工務處呈
報主任委員總辦公廳建築設計圖。

該辦公大樓為 45 年 1 月由關頌聲主
持的基泰工程司設計。於民國 9 年
在天津成立的基泰工程司為該時期
國人自行創辦規模最大的建築事務
所。政府遷台後，基泰工程司仍扮
演協助政府公共建築設計的重要角
色，例如早期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建
築設計即為一例。



壹‧計畫緣起與推動歷程 31

檔    號

說    明

053/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
工程》)

民國 53 年 5 月拍攝之十一份總辦公廳
大樓。該建築所呈現之方形或半圓形
的非對稱幾何量體、強調水平延伸的
開窗以及表現水平或垂直線條而無裝
飾性的簡潔立面設計，實為反映當時
國際上普遍流行之現代主義風格建築
的代表作品。

檔    號

說    明

046/A024/A001/1/002

民國 46 年 10 月 1 日石建會發函通知桃園
縣中壢鎮鎮長林添奎，該會已於同年 9 月
30 日遷至十一份新辦公大樓，並感謝中壢
鎮公所出借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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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5/A521/A001/1/001( 共 6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44 年 9 月 26 日石籌會土地處長簽報十一份
辦公訓練宿舍用地於同年 9 月 17 日協議收購民地
30.3244 甲 ( 約 29.4122 公頃 )。簽中提及桃園縣議
長李蓋日協助最力，副總統陳誠批示 :「照協議價
即行收購並提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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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7/A513/A003/1/002( 共 23 頁，

節錄 2 頁 )

047/A513/A003/1/001( 共 35 頁，

節錄 2 頁 )

民國 47 年 10 月 18 日行政院令
核定石建會第三筆徵收十一份附
近 2.1263 甲 ( 約 2.0623 公頃 ) 土
地。

民 國 46 年 12 月 12 日 行 政 院 令
核定石建會徵收第二筆十一份附
近 0.4551 甲 ( 約 0.4414 公 頃 ) 及
0.9672 甲 ( 約 0.9381 公頃 ) 土地。

檔    號

說    明

045/A521/A001/1/007( 共 3 頁，節錄 1 頁 )

為興建十一份辦公區共徵收三筆土地，民國 44 年 11 月 9

日行政院令核定石籌會第一筆徵收的土地 30.3244 甲 ( 約
29.4122 公頃 )。





民國 37 年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完成石門壩址詳細測量及基礎岩層鑽探，提出《石門水庫說

略》、《石門水庫初步計劃》、《石門水庫工程設計書》等報告，初步規劃石門水庫工程計畫。同時期，

過去曾與國際高壩權威薩凡奇博士進行三峽大壩工程規劃研究的工程師徐修惠於民國 38 年提出《石門

水庫初步計劃設計書》，針對水利局所提出的石門水庫計畫加以探討壩型與水力發電。

地方組成的「大嵙崁溪石門水庫建設促進委員會」且聘請水利專家徐世大教授為顧問，指導研究計

畫，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石門水庫設計測量隊」則協助委員會進行各項調查測量工作，並合力

提出《石門水庫四十一年度工作報告》及《石門水庫四十二年度工作報告》。在前述調查研究基礎下，

民國 44 年 5 月「經濟部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完成《石門水庫工程定案計劃報告》，均以第三石門峽

谷為壩址。

貳、歷年規劃成果

石門水庫
初步計劃

( 民國 37 年 )

石門水庫四十一年度
工作報告

( 民國 42 年 )

石門水庫四十二年度
工作報告

( 民國 43 年 ) 

石門水庫工程定案
計劃報告

( 民國 44 年 )

壩址 第三石門峽谷 第三石門峽谷 第三石門峽谷 第三石門峽谷

壩型 拱形重力壩 同心式拱重力壩 半弧線重力壩 重力壩 拱形重力壩 堆石壩 拱壩

壩頂標高 ( 公尺 ) 270 280 280 250

蓄水量 ( 億立方公尺 ) 3.05 5.60 5.60 3.16

灌溉面積 ( 公頃 ) 65,000 60,877 53,502 54,540

年發電量 ( 百萬度 ) 100 276 288 221

防洪
調節洪水量至

3,000cms
調節洪水量至

2,990cms
調節洪水量至

2,990cms
防洪容積 0.64 億

立方公尺

貳‧歷年規劃成果 35



36

壩址主要考量地形及地質條件，第三石門峽谷地形上為最窄處，上游有足夠高度之山系及較寬河谷

容納水量；經鑽探了解其地質承載力及滲水等特性後，確認適合建壩。石門壩址位於桃園台地旁，建

水庫後之引水圳路工程費較低，第三石門峽谷實為興建大壩之優良壩址。

2.1   壩址

檔    號

說    明

047/A700/A5307/1( 節錄自
《AP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LOAN 

FUND FOR CONTINUATION OF SHIHMEN 

MULTIPURPOSE DAM PROJECT》)

由大嵙崁溪石門壩址下游向上游之
空拍。大嵙崁溪 ( 今大漢溪 ) 第三
石門峽谷 ( 紅色虛線位置 ) 為左右
岸山壁所夾最窄處，為大壩施築的
合適地點；畫面左下角為先期施工
之導水隧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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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7/A700/A5307/1( 節錄自《AP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LOAN FUND FOR CONTINUATION 

OF SHIHMEN MULTIPURPOSE DAM PROJECT》)

由大嵙崁溪從石門壩址上游向下游拍攝之空拍。大嵙崁溪於石門壩址處 ( 紅色虛線
位置 ) 超過 90 度轉彎而後出高山，壩址上游仍為高聳山脈；畫面右側為先期施工
之導水隧道入口，左下角為原桃園大圳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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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2105/1/001( 共 54 張，節錄 1 張 )

民國 33 年大嵙崁溪第三石門峽谷附近地形圖。由地形測量圖之地形等高線，石門壩址 ( 箭頭相對處 ) 為河道最窄處，河床
高程約 130 公尺，上游周邊山脈高程達 280 公尺以上，適合作為水庫蓄水區，為一良好水庫地形；由圖上可知，大嵙崁溪
在壩址處流經一個大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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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期之規劃報告對壩型及水庫功能皆有相關調查研究，在壩型方面先後經過建議和考慮的壩型不

下 30 多種，基本上可分為 3 類，即重力壩、土石壩和拱壩。石門水庫從開始設計大壩，就從這 3 種基

本壩型中挑選最適宜的一種，各階段規劃成果如下 :

民國 37 年 9 月《石門水庫初步計劃》，壩型為拱形重力壩，水庫主要功能為灌溉、防洪及發電。

民國 42 年 1 月《石門水庫四十一年度工作報告》，主要對原有石門水庫計劃進行研究校驗及補足

水文資料，分析各壩型方案之工程經費等作業。將石門水庫的興建目標設定在四大方向：淡水河流域

及大臺北地區的「防洪」、桃園與大臺北地區住宅及工廠的「公共給水」、調節大漢溪以增加糧食生

產力的「灌溉」，以及為解決戰後人口大增、工商業發達的「發電」。

民國 43 年 1 月《石門水庫四十二年度工作報告》，著重在分析比較各項功能不同方案規劃，如發電、

灌溉、防洪等蓄水量的分配、工程材料及經費、輸料路線、大壩設計等。由於石門水庫計畫費用龐大，

加上工程費時，故提出分期施工的想法，並將各規劃方案之經費進行分期分析。另水庫設施部分新增
「保持水池」的構想，作為調蓄尖峰發電尾水，以供應灌溉用水所需，也就是後來的「後池」。

民國 44 年 5 月《石門水庫工程定案計劃報告》，選定拱壩作為壩型，擬定石門水庫為多目標水資

源開發計畫，主要目標為：防洪、公共給水、灌溉及發電。定案計劃有詳細的各工程項目的設計與財

務分析，爾後即以此報告內容申請美援，奠定水庫建設推動之基礎。

2.2    壩型及水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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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1106/1( 節錄自《石門水庫四十一年度工作報告》)

《石門水庫四十一年度工作報告》各時期規劃之壩型比較圖。該圖將水利局 38 年計畫之曲線重力
壩、徐修惠氏之直線重力壩，與 41 年提出之拱重力壩、半弧形直線重力壩同時納入比較。

A 重力壩
主要以自身混凝土結構物
的重量來阻擋水壓力，因
此壩頂可以漫水。壩址所
受壓力極大，因此需有強
度高的岩石基礎來承受。

體積龐大，建壩經費較高。

適合於山谷狹窄、無法另
建排洪道的壩址構築。

水利小知識
常見四種壩型：重力壩、土石壩、拱壩、拱形重力壩

B 土石壩
以壩址附近土、石或混合
料築壩，優點為不須太要
求壩基岩盤強度。缺點為
壩頂不能被水漫溢，因此
需另建足夠排洪量之溢洪
道排放洪水。

C 拱壩
以混凝土構築拱形大壩，

利用拱作用傳遞水壓力至
兩岸岩壁，因此對於兩岸
岩壁強度要求相當高。壩
身薄，混凝土用量較少，

相對較經濟。

D 拱形重力壩
同時運用自身結構物重量
及拱作用來阻擋水壓力，

在平面上稍微拱向上游之
重力壩。壩身可較混凝土
重力壩薄，建壩經費較混
凝土重力壩經濟，但兩岸
岩壁強度要求較混凝土重
力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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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1107/1( 節 錄 自《 石 門 水
庫四十二年度工作報告》)

《石門水庫四十二年度工作報告》之
石門水庫各種規劃對照表。該報告就
防洪、水力發電、灌溉等，分析比較
各種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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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檔    號

說    明說    明

044/A700/A1506/1( 節錄自《ENGINEERING GEOLOGY REPORT 

ON SHIHMEN DAM SITE AND RELATED STRUCTURES》)

043/A762/A001/1( 節錄 )

民國 43 年 9 月美國地質工程師康登第完成之石門水庫
工程地質報告。該報告是隔年薩凡奇博士協助確認壩型
方案之重要依據。

民國 43 年美國地質工程師康登第 ( 中 ) 至石門水庫壩址
附近探勘。石設會總工程師徐世大依據其建議，補挖多
個探查隧道及探勘洞，加強壩址之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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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3/A762/A001/1( 節錄 )

043/A762/A001/1( 節錄 )

薩凡奇 ( 左二 )、海門 ( 左三 ) 等專家於民國 44 年
1 月石設會時期於地質探查坑道前合影，並於後續
專家座談會中與我方工程師討論大壩設計細節。

薩凡奇 ( 左 ) 與海門 ( 右 ) 於石設會時期至石門大
壩壩址現勘，兩位專家提供寶貴意見，使水庫設
計團隊有信心決定建壩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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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4/A007/A001/1/003( 共 8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44 年 1 月薩凡奇與海門來臺視察之第一次會議紀錄。兩位專家來台期間，曾參與三次石門水庫設計工作會議，於第一
次會議中，兩位專家曾表示贊同採用拱壩，然仍需持續進行地質鑽探工作。會中，薩凡奇表示於退休後，由海門接手相關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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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4/A007/A001/1/004( 共 12 頁， 節
錄 4 頁 )

民國 44 年 2 月 14 日石門水庫設計
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紀錄。於第一次
專家會議後，美國專家海門先生實
地研究兩週於石設會會議中表示贊
同拱壩設計。最終決議以拱壩為最
後依據，但將拱壩及重力壩進行更
深入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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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2205/1/001( 共 42 張，節錄 1 張 )

民國 44 年 5 月《石門水庫定案計劃報告》之拱壩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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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2205/1/001( 共 42 張，節錄 1 張 )

民國 44 年 5 月《石門水庫定案計劃報告》之電廠進水口及壓力鋼管設計圖。





戰後初期台灣通貨膨脹嚴重，政局不穩，以當時政府財政狀況要興建石門水庫極
為困難，美援是當時石門水庫工程計畫得以實現之重要關鍵。民國 44 年起，石設會提
出美援申請，45 年 4 月由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及國會批准。

依據臺灣省石門水庫管理局 63 年的償債計畫，石門水庫建設總經費折合新台幣約
為 33.90 億元，其中美援貸款約 19.02 億元 ( 包括美金 3,590 萬元、新台幣 4.62 億元 )，

占 56.1%；另非美援貸款折合新台幣約 10.97 億元 ( 包括美金 105 萬元、新台幣 10.55
億元 )，占 32.4%；餘為政府籌款補助約 3.90 億元，占 11.5%。

參、美援規模與執行

石門水庫建設經費來源一覽表

註 : 資料來源為民國 63 年石門水庫償債計畫，另匯率係以 40.1 計算

類型 細目 新台幣金額 美金金額 小計 ( 新台幣 ) 合計 ( 新台幣 ) 比例

政府籌款 公地放領收回地價款 390,704,000 ‒ 390,704,000 390,704,000 11.5%

非美援

貸款

三成股票地價款 ( 政府墊撥 ) 850,000,000 ‒ 850,000,000

1,097,107,975 32.4%

農復會貸款 45,000,000 45,000,000

土地銀行貸款 160,000,621 160,000,621

中國銀行貼現 525,029 21,053,677

交通銀行貼現 525,029 21,053,677

小計 1,055,000,621 1,050,058 1,097,107,975

美援

貸款

美援防衛支助貸款 10,731,647 430,339,035

1,902,000,452 56.1%

國際開發基金貸款 21,485,402 861,564,640

美援四號賬戶貸款 3,497,377 140,244,816

美援剩餘物資貸款 186,026 7,459,625

美援相對基金貸款 139,878,931 139,878,931

美援四○二節資貸款 263,751,700 263,751,700

美援記賬稅捐 58,761,704 58,761,704

小計 462,392,335 35,900,452 1,902,000,452

總計 1,908,096,956 36,950,510 3,389,812,426 3,389,812,4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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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建設計畫美援重要事件時間表

石門水庫建設計畫中美援運用有關組織單位及功能

時間 重要事件

民國 44 年 5 月 石設會透過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向美國國際合作總署中國分署提出申請

民國 44 年 12 月 石籌會再向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提出 45 年預算年度美援申請書

民國 45 年 4 月 28 日 美援計畫申請書由美國國際合作總署核准 

民國 45 年 4 月 30 日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與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完成簽約，合約內明訂須聘請美國設計與施工顧問。

民國 46 年 7 月  與美國提艾姆斯工程顧問公司簽訂工程顧問服務合約

民國 48 年 3 月 與美國莫克國際營建公司簽訂施工顧問服務合約

單位 功能

美國墾務局 (USBR) 在申請石門水庫美援計畫時，負責審查石門水庫定案計劃。

美國國際合作總署

( 中國安全分署 )
美國政府負責執行對外援助開發的單位，舉凡美援計畫申請、核准及與相關技術服務協議等。

美國開發基金貸款委員會 負責生產性經濟開發計畫 (1958 年成立 ) 之援外貸款事宜。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中華民國與美國聯合組成，共同謀劃運用美國援助款項、物資，推動我國農村的重建工程。

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政府在南京市簽定《中美經濟援助協定》後組成，負責管理與運用美援。民國

52 年 9 月，改組為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中國駐美技術代表團 隸屬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

中央信託局
負責美援物資的進口業務，代辦簽訂美援貸款供應合約，受援人需依照還款金額及日期，開具本票存

放於中央信託局信託處。

提愛姆斯工程公司 (TAMS) 工程設計顧問公司，協助石門水庫工程基本設計及施工檢驗等工作，並指導本國工程師辦理細部設計。

莫克國際公司 (MK)
工程營建 ( 施工 ) 顧問公司，提供施工諮詢、施工設計及購置永久性設備與大型施工機具設備器材，

並負責訓練本國高級工程員及特種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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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5 年 4 月 30 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與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完成美援簽約，美援經費主要運用

在三大部分 :

1. 支付兩個顧問公司的費用，計約 700 多萬美元。

2. 購置永久性的設備與施工機具設備器材，計約 2000 多萬美元。

3. 其他為工程材料試驗費用。

美援合約內明訂須聘請美國設計與施工顧問。民國 45 年 8 月總工程師徐世大赴美，商洽技術顧問

的服務合約，同年 10 月美國國際合作總署發出石門水庫工程營建服務資歷徵詢函。當時美國政府希望

扶持民營事業參加援外工作，因此除了美國墾務局專家協助專業諮詢外，並由美國負責援外業務之美

國國際合作總署協助招攬「工程設計服務顧問」及「工程營建 ( 施工 ) 服務顧問」。

民國 46 年 7 月石建會與美國提愛姆斯工程公司 (TAMS) 訂定工程顧問服務合約，協助工程設計、監

驗等服務；而由於大壩壩型未定案，美方決定暫停施工服務合約決標，直至民國 47 年石建會決定施築

拱壩後，美國方繼續辦理後續招標事宜，故直至民國 48 年 3 月石建會才與美國莫克國際營建公司 (MK)

訂定施工服務合約，提供施工諮詢、施工設計及購置永久性的設備與大型施工機具設備器材的服務，

至此石門水庫建設工作才真正得以展開。

檔    號

說    明

047/A754/A001/1( 節 錄 自
《中華民國 46 年石門水庫
統計年報》)

民 國 46 年 7 月 26 日 石 建
會總工程師徐世大 ( 左二 )

於美國華盛頓與提愛姆斯
公司正式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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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5/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建設誌 ( 一 )》)

民國 46 年 7 月石建會與美國提愛姆斯工程公司訂立之石門水庫工程顧問服務合約。該公司提供工程設計服務及施工監驗等
工作之協助，其中契約明訂工程方案、基本設計及主要設備之規範由顧問公司擬定，另石建會得派遣工程師 (12 人以下 ) 赴
美參加專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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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102/A001/1/002( 共 112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48 年 3 月石建會與美國莫克國際營建公司之石門水庫工程施工服務合約。該公司應提供施工諮詢、施工設計
及採購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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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外交部檔案

◆ 民國 47 年 10 月 30 日行政院函令外交部，有關石建會 10 月 22 日呈報該會與美國開發貸款基金委員會商訂貸款合約草案經過及決議事項案，

業經行政院於同年 10 月 23 日第 589 次院會核定 :「照案核定並將本合約送立法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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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8/A700/A5112/1/003( 節錄自《石門水
庫工程月報第 3 號民國 48 年 5 月至 6

月份 (MK)》)

047/A754/A001/1( 節錄自《中華民國 46

年石門水庫統計年報》)

民國 48 年 6 月美國莫克公司指導訓練
施工人員學習岩石鑽孔機。

民國 46 年 12 月石建會與提愛姆斯公司
代表舉行技術會議，決定壩型及辦理工
程費用重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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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700/A5115/1/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16 號民國 49 年 7 月份 (MK)》)

由於當時國內並無大型施工機具，故需向國外採
購，而依與莫克國際公司簽訂合約，施工之大型
機具多由該公司代辦向美國採購。

檔    號

說    明

050/A762/A001/10( 節錄 )

民國 50 年 8 月莫克公司協助訓練本國技術人員
室內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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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6/1/001( 共 8 頁，節錄 4 頁 )

民國 51 年 2 月 24 日第 56 次石建會全體委員會總工程師顧文魁報告工程進展情形。顧文魁提到石門水庫工程一開始估
算工期及經費時過於樂觀，例如沒有料想到美援爭取拖延 3 年，另天災導致工程經費增加。美援雖然提供經費及技術援
助，但兩家顧問公司對經費及工期只辦理評估，實際責任還是由石建會負責。形成兩家顧問公司有權無責，石建會則是
有責無權，道出石建會人員在美援下之無奈。但是石建會全體人員仍忍辱負重，最後終於順利完成石門水庫建設。



石建會總工程師徐世大 ( 左 3) 於拱壩模型前
向主任委員陳誠 ( 左 2) 說明拱壩布置方案。



依民國 44 年 5 月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的《石門

水庫工程定案計劃報告》，壩型採用拱壩。但自美

援接洽成功，石門水庫工程顧問服務由提愛姆斯公

司 (TAMS) 負責，該公司對壩型問題重新進行分析及

方案比較，主要致力於拱壩和土石壩的比較研究，

在當年 12 月 21 日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中，確定

三項基本原則 : 安全、經濟、時間。自民國 46 年 12

月底至 47 年 1 月 20 日間舉辦 6 次中美技術會議，

最後考量拱壩體型小、外型美觀，將來維護費用較

低等因素下，仍決議採用拱壩。民國 47 年 3 月行政

院核定拱壩方案，當年 3 月美國國際合作總署亦來

函表示同意。

民國 48 年 6 月大壩基礎開挖後發現地質條件

不如預期，同年法國發生拱壩潰壩事件，隔年 2 月

TAMS 公司召開特別會議。民國 49 年 3 月 TAMS 公

司邀請工程與地質專家來臺履勘與舉行特別顧問會

議，專家均認為可接續已動工的部分改為興建土石

壩，TAMS 公司隨即提出壩型變更計畫。經多次會

議，在完工日期不變的前提下，石建會決議同意變

更設計，並將此決議送交行政院與美國國際合作總

署核准。行政院於民國 49 年 4 月核准壩型變更，同

時也請石建會主動向監察院及立法院說明。

肆、拱壩改土石壩

檔    號

說    明

048/A003/A002/1/001( 節錄 )

民國 48 年 3 月工程月報中繪製的拱壩完
工示意圖。

肆‧拱壩改土石壩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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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8 年 6 月開始開挖大壩基礎，左岸發現與山坡平行而深度風化的節理面，施工至標高 320 公

尺時，又發現一處低角度的剪力帶，為避免坍方，遂暫停開挖。右岸壩座的主要剪力帶雖與原來推估

相近，但其兩側尚有平行的破碎帶及多數垂直節理，須予鑲補以穩定剪力帶分割形成的楔形岩體，拱

壩右岸的推力墩也必須加大。為確知此項改善處理的可行性，必須再增加地質探查，並重作拱壩 ( 應力 )

試載分析，所以暫停所有的開挖工作。

在石門水庫壩基開工後，民國 48 年 12 月 2 日法國南部瑪爾帕賽 (Malpasset) 拱壩完工不到 5 年就

突然崩潰，釀成下游巨大災害，震驚全球。調查研判潰壩原因，係因壩基內局部岩層中，有未被發現

的滑動面存在。當時世界銀行關切其所提供貸款興建中的 4 處拱壩，並邀請國際著名的地質與工程專

家，重新探討這幾個拱壩設計的安全性。提愛姆斯公司於 49 年 2 月中旬要求在臺灣舉行特別顧問會議，

進行全盤檢討。

4.1   開挖後壩基地質條件及法國潰壩事件

檔    號

說    明

052/A762/A001/17( 節錄自《FINAL GEOLOGY REPORT》)

民國 48 年 6 月大壩基礎開挖後，大壩左山脊有明顯的裂縫及節理。上圖紅線
為標高 160 公尺附近；《FINAL GEOLOGY REPORT》報告為民國 52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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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700/A5113/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5 號民國 48 年 7 月至 8 月份 (MK)》)

民國 48 年 8 月莫克公司工程月報。月報中說明大壩左山脊施工情形，因發現有多處剪力帶，人員與機具在下方非常危險，

要求搬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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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民國 48 年 12 月 5 日 聯
合報

◆ 資料來源：Environmentalists For 

Nuclear

◆ 民國 48 年 12 月 2 日法國南部瑪爾
帕賽拱壩 (Malpasset Dam) 完工不到
5 年傳來潰壩消息，釀成下游兩村莊
遭洪水浸淹，兩百多人死亡。

◆ 法國瑪爾帕賽拱壩體積僅為當時設
計石門水庫拱壩的六分之一，據調
查研判，潰壩主因係壩基內局部岩
層中，有未被發現的滑動面存在。

當時世界銀行關切其所提供貸款興
建中的 4 處拱壩，並邀請國際著名
的地質與工程專家，重新檢討這幾
個拱壩設計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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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9 年 3 月，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徵得美國國際合作總署的同意，由提愛姆斯公司邀請世

界銀行顧問團—海門、聶格爾、史提爾、博維爾及班奈特等 5 位專家來台。當時 5 位專家認為將

工程計畫加以修正，拱壩可繼續進行，然須立即停工施行鑽探，因此需增加美金 1200 萬元之工程

經費外，工期將展延兩年。但若改用土石壩，安全性與拱壩相同，經費無需增加，工期僅需展延

一個月，不過須設法將建造拱壩的施工設備轉讓，另行添購建造土石壩所需的設備。

石建會於 49 年 3 月 31 日召開第 40 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採納提愛姆斯公司的建議，改用土

石壩方案，隨後提出《改變石門水庫計畫報告書》，說明在安全、經濟、時間 3 項原則下變更壩型，

同年 4 月 4 日呈報行政院及轉請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在核准之前，為免延誤工期，即進行土石壩

方案設計。

4.2   變更為土石壩的決定

檔    號

說    明

050/A754/A001/1( 節錄自《中華民國 48-49 年石門水庫統計年報》)

民國 49 年 3 月世銀顧問團受邀來台針對石門水庫壩型討論。照片
桌子左側第一位為總工程師徐世大、第二位為副總工程師顧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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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007/A001/2/001( 節錄自《全體委員會議議事日程》)

民國 49 年 3 月 31 日石建會第 40 次全體委員會會議決議採納提愛姆斯公司建議改用土石壩方案，並於同年 4 月 4 日函報行
政院，說明變更壩型之相關研議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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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203/A001/1/002

民國 49 年 4 月 12 日行政院函復石建會，石門水庫工程改用土石壩案，業經 49 年 4 月 7 日行政院第 660 次院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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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203/A001/1/020( 共 22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49 年 4 月 10 日石門水庫建設委員主動發函立法院及監察院說明變更壩型決議及相關情形，並依執行長徐鼐批示，

函送臺灣省議會。

行政院在民國 49 年 4 月 7 日第 660 次院會核准石門水庫工程改變計畫時，要求石建會主動向監察

院及立法院說明有關改用土石壩方案內容，以消弭外界疑慮。當時監察院隨即推派監察委員對工程計

畫變更原因及可能發生的損失進行專案調查，立法院也提出質詢及專案檢討，顯示各界對石門水庫的

重視。

4.3   外界疑慮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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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203/A001/1/010

改變壩型的消息公布後，迅速引起國內關注，監察院隨即推派監察委員對工程計畫變更原因及可能發生的損失進行專案調查，

監察院於民國 49 年 4 月 25 日函請石建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及執行長徐鼐報告石門水庫改用土石壩之緣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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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203/A001/1/004( 共 5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49 年 5 月 4 日行政院函轉立法院第二十五會期第 15 次及 16 次會議決議，請石建會另案呈報石門水庫工程變更計劃；

石建會隨即於 49 年 5 月 6 日函呈《提愛姆斯公司改變石門水庫計劃報告書》、《石門水庫計劃改用土石壩方案說明》、《石
門水庫工程因改用土石壩而虛費損失之工作》等各 5 份報告呈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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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203/A001/1/005( 共 17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50 年 4 月石建會函立法院檢送《石門水庫工程改用土石壩計劃方案》，說明在考量安全、經濟、時間 3 項原則下，決議
變更壩型。同年 4 月 6 日石建會執行長徐鼐率員出席立法院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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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壩施工為水庫工程核心項目，由於在河道上施工，如何有效阻攔且導引溪水至工區外為首要課

題。施工初期先施築導水隧道以導引河水，以免颱洪期間河水漫淹工區。於導水隧道施築完成通水後，

則是修築擋水壩，以確保後續大壩於乾涸區域施築，接著是大壩壩基及左右山脊壩座基礎改良，再逐

層進行大壩填築。俟大壩填築完成，再進行最後階段的導水隧道封堵，開始蓄水。

伍、導水隧道與大壩

檔    號

說    明

052/A005/A001/1/033( 節錄 )

石門水庫工程之上游擋水壩、導水隧道及大壩之布置圖。

73

下游

擋水壩

上游擋水壩

( 副壩 )

伍‧導水隧道與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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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水隧道屬水庫工程之臨時設施，設計洪水流量一般為 20 到 50 年頻率。依民國 15 年以來之水文
紀錄，大嵙崁溪最大尖峰流量為 4,940 立方公尺 / 秒。據此，石建會選定 5,400 立方公尺 / 秒作為導水
隧道水理設計基準。導水隧道進水口底版標高為 135 公尺、長 248.75 公尺、直徑 15 公尺。導水隧道分
為進口、出口及隧道工程等三部分施工，進口及出口工程自民國 45 年 8 月開工，前者於 46 年 7 月完工，

後者於 46 年 12 月完工；隧道工程於 47 年 2 月委託廠商施工，後因故解約，由石建會於 48 年 5 月收
回自辦，49 年 12 月完工通水，至 52 年 5 月 15 日於大壩填築完成後開始封堵 ( 詳 5.4)。

5.1   導水隧道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201/1/001( 共 218 張，局部節錄 1 張 )

導水隧道及剖面圖 ( 前段中斜線部分為封堵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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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201/1/001( 共 218 張，節錄 1 張 )

導水隧道之平面及剖面圖。導水隧道直徑 15 公尺，與印度的巴克拉 (Bhakra) 隧道，同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導水隧道，大壩及
溢洪設施完工後，須進行封堵。為能完全封閉導水隧道，故須設計隧道堵塞段，以確保水庫蓄水不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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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8/A700/A5113/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5 號民國 48 年 7 月至 8 月份 (MK)》)

048/A700/A5111/1/004(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
第 27 號民國 48 年 10 月份 (TAMS)》)

民國 48 年 8 月導水隧道入口段鋼筋綑紮情形。 民國 48 年 10 月導水隧道入口漸變段施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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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8/A003/A002/1/006( 節錄 )

049/A712/A001/1/002( 節錄 )

民國 48 年 10 月導水隧道工程混凝土澆置情形；

導水隧道出口工程為 46 年 12 月完工，後因更改
壩型，翼牆拆除。

民國 48 年 12 月導水隧道頂拱混凝土模型架作業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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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9/A700/A5115/1/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18 號民國 49 年 9 月份 (MK)》)

055/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建設誌 ( 一 )》)

民國 49 年 9 月導水隧道出口導槽之導牆施工情形 ;

出口導槽配合下游擋水壩，於導槽右側形成不受
水流影響區域，以進行電廠施工。

導水隧道完工照片 ; 由導水隧道矩形入口望向隧
道，可看到圓形隧道出口。



伍‧導水隧道與大壩 79

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9/A700/A5115/2/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
第 21 號民國 49 年 12 月份 (MK)》)

053/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

民國 49 年 12 月導水隧道出口導槽完工照片 ; 出口
導槽包括左岸較長之導水牆及右岸坡面角度不同且
較短之導水牆。

民國 49 年 12 月導水隧道通水前履勘；履勘人員包
括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委員、執行長徐鼐及總工程
師顧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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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5/1/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
第 42 號民國 51 年 9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9 月愛美颱風導水隧道排水情形 ; 當時溢
洪道陡槽仍施工中，閘門已安裝。

檔    號

說    明

051/A005/A002/1/027( 節錄 )

民國 51 年 9 月愛美 (Amy) 颱風侵台上游擋水壩蓄
洪情形；當時取水塔已大致完成，水位已接近發
電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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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9 年 12 月，導水隧道通水，大嵙崁溪改道後，上游擋水壩 ( 副壩 ) 工程隨即開始。擋水壩的

作用在於攔阻溪流，使溪水經由導水隧道流至下游，讓主壩工區可進行基礎處理及壩體填築。最後副

壩會成為大壩壩體之一部分。上游擋水壩壩心採用不透水層，原設計以紅土等材料，但因壩區多雨潮

濕，因此改用滾壓混凝土 (Rollcrete 或 Roll-compacted concrete, RCC) 壩心，壩心厚度為 3.5 公尺。為避

免施工風險，上游擋水壩需在 49 年底至 50 年 7 月前之枯水期趕工完成。副壩壩頂標高 190 公尺，壩

頂寬 5 公尺，填築材料達 140 萬立方公尺。

5.2   上游擋水壩 ( 副壩 )

RCC 不透水心層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局部節錄 1 張 )

副壩剖面竣工圖 ; 副壩壩心原設計以紅土等材料，但施工時因天候因素，改採用 RCC 不透水心層，

為國內第一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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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6/A700/A6101/2/001( 共 45 張，節錄 1 張 )

副壩 ( 擋水壩 ) 平面及剖面之基本設計圖，依據當時合
約內容，主要工程的基本設計圖由提愛姆斯公司人員辦
理。由簽名欄可知，副壩工程的設計、覆核及審議工作
均由提愛姆斯公司執行，最後再經總工程師顧文魁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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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副壩 ( 擋水壩 ) 竣工剖面圖，由簽名欄可知，本圖由石建會本國工程師設計，

提愛姆斯公司及莫克公司人員審議後簽署。石門水庫主要工程設計部分有
國人參與，與當時提愛姆斯公司合約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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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700/A5112/1/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 號民國 48 年 5 月至 6 月份 (MK)》)

民國 48 年 6 月上游擋水壩施工初期情形；遠處
河水尚未斷流。

檔    號

說    明

055/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
水庫建設誌 ( 一 )》)

副壩之滾壓混凝土 (RCC) 施工情
況。滾壓混凝土施工時，以推土
機平鋪成厚度 50 公分的混凝土
層，再予以推土機自重滾壓，並
在每一層施工前，澆置水泥砂
漿，以確保每層之間緊密結合。

RCC 工法施工，可排除天候因素
干擾，加快工程速度。

水利小知識
滾壓混凝土 (RCC)

1. 定義 : 配比強度較低且流動性低
之混凝土，以推土機平舖並以自
重滾壓施工。為無坍度混凝土的
一種。

2. 特性 :

A 工序簡單，可用傳統的土石方
施工機械施工。

B 可省略混凝土升層處理與冷卻作
業。

C 減少收縮縫與其灌漿作業。

D 天氣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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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0/A005/A002/1/028( 節錄 )

050/A005/A002/1/023( 節錄 )

民國 50 年 7 月副壩上游面。當時副壩已填至標高
190 公尺；照片右側為導水隧道入口。

民國 50 年 6 月擋水壩下游側拍攝之完工照。擋水
壩的填築材料都是河床卵礫石，其主要來源在工
區下游河床。因為河道轉彎，故副壩壩軸與大壩
壩軸不一致。

下游面

輸土路

大
 壩

 壩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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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壩施築首要課題為壩基及左右壩座基礎改良。大壩心層所在位置，須開挖至堅硬岩盤，並施作隔

幕灌漿，以阻擋水庫蓄水由基礎滲流至下游，故於大壩下方預留廊道，以利灌漿作業。大壩完工後，

廊道改作為監測廊道。廊道完成後，即可逐層進行壩體填築作業。

石門大壩為中央垂直心層土石壩，以濾層保護不透水心層，不致因滲流而流失；殼層在濾層的上下

游面，為土石壩之安定主體，外殼層 ( 表層 ) 在大壩上下游表面，以拋石作為保護層，以防止風浪與風

雨的侵蝕；由外殼層、殼層及濾層支撐不透水心層形成大壩。設計主要以安定、能控制滲流、施工經

濟為考量，上游坡面坡度採用 1：2.5，下游坡面採用 1：2，壩頂最低設計標高 251 公尺 ( 目前加上道

路之最低標高為 252.1 公尺 )、壩頂寬 10 公尺、長 360 公尺、大壩填築體積超過 600 萬立方公尺 ( 不含

上游擋水壩 )，壩高達 133 公尺，是當時世界級之高壩。

民國 50 年 7 月副壩壩體填至標高 190 公尺，是為大壩主體工程的開始，石門大壩於 52 年 6 月完成

填築。

5.3   土石大壩

濾層
外殼層

灌漿廊道

殼層

殼層

心層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局部節錄 1 張 )

土石壩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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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土石壩竣工平面圖，由圖中明顯看出大壩壩軸與副壩壩軸幾成垂直，與一般水庫平行不一樣，主要是因為河道急轉彎所致。

副 壩 壩 軸

大 

壩 

壩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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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土石壩竣工斷面圖。土石壩是利用鬆石、礫石、各種不同細度的砂料、粉砂及粘土材料所築成者，建造時選定水庫鄰近區域
合格的天然材料，以符經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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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0/A005/A002/1/038( 節錄 )

民國 50 年 11 月大壩心壕 (Core Trench) 開挖情形。

心壕為心層所在位置，須開挖至堅硬岩盤，並進
行隔幕灌漿。

檔    號

說    明

050/A700/A5112/2/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3 號民國 50 年 12 月份 (MK)》)

標高 138 公尺的大壩灌漿廊道施工情形。大壩下
方基礎需施作隔幕灌漿，以阻擋水流由基礎滲流
至下游，故於大壩下方施作廊道，以利進行灌漿
作業 ; 大壩完工後，以混凝土回填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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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1/A762/A001/1( 節錄 )

大壩主體工程施工情形，遠處為上游擋水壩。上下游
擋水壩間之旱地即為大壩主體工程所在，進行主體工
程前需改善兩側山壁坡度至 4:1。兩側的懸岩或山石凹
處，進行鑲補混凝土，避免因沉陷而發生岩石與填築
物分離現象。

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5/1/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42 號民國 51 年 9 月份 (MK)》)

大壩填築時，不透水心層需經常保持高於兩側殼層，

以利排水。心層填築，每層鋪散厚度 30 公分，由刮運
斗按厚度鋪卸後，再以推土機整平，壓實則以 50 噸膠
輪滾壓機滾壓 10 遍，至達到規定的工地密度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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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5/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1 號民國 51 年 8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8 月大壩填築施工情形 ; 大壩外側的施
工道路，隨大壩填築逐步升高，最後整合為聯絡
道路。

檔    號

說    明

052/A007/A001/6/001( 節錄自《全體委員會議議事
日程》)

大壩工程殼層工地密度檢驗照片 ; 土石壩每層填築
完畢，都需經工地密度 (Field Density) 檢驗，殼層
填築須達相對密度 85% 以上；心層填築須達修正
AASHTO 規定 : 最大乾密度的 90% 以上。繼續次一
層的填築前，需以刮路機所附帶的耙鬆器將表面
耙鬆拉毛，俾兩層之間可充分的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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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1/A005/A002/1/027( 節錄 )

052/A005/A001/1/014( 節錄 )

51 年 9 月大壩工區夜間施工情況。依據預定施工
進度，民國 52 年 5 月前須完成大壩、溢洪道等主
要工程，避免在即將來臨的颱風季中受到損害，

故須夜間趕工，以利工程如期完成。

民國 52 年 6 月大壩結構基本完工 ( 下游面 )；畫
面上方之斜線即為中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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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201/1/001( 共 218 張，局部節錄 1 張 )

導水隧道縱剖面圖。

永久封堵段

鍵槽
閘板

臨時封堵段

大壩、溢洪道之主要工程基本完成後，即可封堵導水隧道進行蓄水。為了有足夠時間完成永久封堵

段施工，導水隧道封堵的時間會選擇在枯水期。民國 52 年 5 月 15 日上午在 9 小時內以 18 塊閘板封閉

導水隧道進水口，以阻斷溪水進入封堵作業工區。5 月 16 日以混凝土澆置臨時封堵段，連續 130 小時，

至 5 月 22 日完成。而後開始永久封堵段施工，開挖原預留之 7 個鍵槽 ( 鍵槽最大為 1.5 公尺深、5.9 公

尺寬，鍵槽可發揮類似卡榫的功能，防止永久封堵段混凝土滑動 )，再以混凝土澆置長 33.25 公尺之永

久封堵段，全部導水隧道封堵工作費時 4 個半月。

5.4   導水隧道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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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2/A700/A5105/3/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50 號
民國 52 年 5 月份 (MK)》)

052/A005/A001/1/009( 節錄 )

民國 52 年 5 月 15 日導水隧道封堵吊放閘板情形 ; 封堵作業
除大批工作人員外，石建會主任委員蔣夢麟抱病前來，以及
幾位專家學者共同見證導水隧道封堵。

民國 52 年 5 月導水隧道吊放閘板封閉情形。閘板
共 18 塊，分成 A 型及 B 型，寬度都是 6.814 公尺，

重量則分別為 12 及 15 噸重。為檢視閘板底面接觸
情形，安排船隻載運潛水人員待命，直至閘板安放
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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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2/A700/A5105/3/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51 號民國 52 年 6 月份 (MK)》)

052/A700/A5224/1/001( 節錄 )

民國 52 年 6 月導水隧道永久封堵段趕工。全部導
水隧道封堵工作費時 4 個半月。

永久封堵段鍵槽混凝土爆破後，莫克公司顧問指
導石建會工程人員檢查情形。永久封堵段施工前，

需先將各鍵槽填補的混凝土除去，由於人工或機
具鑿除進度不佳，最後在提愛姆斯公司同意下，

採用輕度爆炸法，順利完成鍵槽開挖。





溢洪道功能在於排洩大壩上游的洪水量，以免洪流漫溢土石壩頂，造成潰壩災害。石門水庫溢洪道
設計流量為最大可能洪水 (PMF)，根據流域內可能最大暴雨量 (PMP)，用單位歷線法推算最大入流量為
10,900 立方公尺 / 秒，再由洪水演算求得溢洪道設計排洪量為 10,000 立方公尺 / 秒；排洪量於葛樂禮
颱風後，檢討加大至 11,400 立方公尺 / 秒 ( 詳 9.1)。

溢洪道位置的選定，需考量水理、地形及地質等狀況，並顧及安全及經濟等因素，最終擇定於距石
門大壩右壩座約 300 公尺的右山脊鞍部，溢洪道下方設灌漿廊道及排水廊道，用以施做隔幕灌漿及排
水幕。溢洪道將右山脊開挖作為基礎，再澆置混凝土施築而成，民國 48 年 8 月溢洪道開始施工，為加
速工程進度，採用重型機具進行梯次鑽炸開挖，民國 50 年 1 月起澆置混凝土結構，閘門於民國 52 年 6
月完成安裝。

陸、溢洪道

檔    號

說    明

053/A754/A001/1

(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

溢洪道於石門水庫工程
之位置圖。圖面灰色線
標記處為溢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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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溢洪道之平面及縱剖面圖。溢洪道自溢流堰頂至戽斗終點全長 203 公尺，主要結構物為引水槽、溢流堰及堰座、左右翼牆、

陡槽、戽斗、下游護坦。洩洪時，洪水由引水槽導引至溢流堰，流入由左右翼牆限制之陡槽，水流流經坡度為 1:2 之陡槽加
速後，藉戽斗拋射至後池，並以下游護坦保護溢洪道靠後池的基礎。

陡槽

翼牆

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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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溢洪道幾何設計竣工圖。溢流堰堰頂軸線總長為 100 公尺，沿此軸線設置 5 座閘墩，將溢洪道分隔成 6 孔，分別裝置寬 14.0

公尺、高 10.605 公尺之弧形閘門。閘墩頂上建有寬 9 公尺的預力混凝土橋樑。

溢洪道橋

弧形

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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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右壩座及溢洪道水壓力及上揚力監測儀器配置圖，紅框處為灌漿 ( 編號為 G 開頭 ) 及排水廊道 ( 編號為 D 開頭 ) ，溢洪道下
方岩盤須進行基礎灌漿以防止水庫滲漏，另設置排水廊道，以降低岩盤基礎內之水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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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1/A762/A001/9( 節錄自《HYDRAULIC MODEL 

STUDIES ON SHIHMEN SADDLE CHUTE SPILLWAY 

PHOTOGRAPHS》)

048/A762/A001/9( 節錄自《PHOTOS DRAWER III》)

國內外專家於臺北水工試驗室視察正在進行之溢
洪道水工模型試驗。石門水庫水工模型試驗由石
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委託經濟部中央水利實驗處與
臺灣大學合辦之「臺北水工試驗室」 ( 現改制為臺
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 辦理，模型比例尺為 1:60。

美國提愛姆斯公司顧問與臺灣大學水工模型試驗
人員觀察溢洪道陡槽流況及戽斗射流情形。原擬
於溢洪道閘墩後設置導流牆，試驗過程中，為約
略了解導流牆之功效，研究人員曾以手持導流牆
模型進行簡易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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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7/A700/A5307/1( 節錄自《AP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LOAN FUND FOR CONTINUATION 

OF SHIHMEN MULTIPURPOSE DAM PROJECT》)

048/A762/A001/5( 節錄 )

溢洪道施工前，由下游側空拍右山脊照片。溢洪
道基礎後於 48 年 8 月進行開挖 ; 當時右側導水隧
道出口工程已完工，後因改壩型，拆除翼牆。

民國 48 年 8 月溢洪道基礎開挖時以重型履帶鑽機
架鑽孔作業。溢洪道開挖時，為求增加工作面，

方便鑽、炸、裝石、運棄互無干擾，故使用梯次
開炸法。由履帶鑽機架 (Air Trac) 與重型履帶鑽機
架 (Drill Master) 進行鑽孔，鑽孔完成後，先用壓縮
空氣吹孔，避免阻塞，以裝填炸藥。

溢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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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8/A762/A001/5( 節錄 )

048/A762/A001/5( 節錄 )

溢洪道基礎開挖，鑽孔後之炸藥填裝作業。溢洪
道工程開挖，以開炸方式進行，大都使用肥料炸
藥 (Ammonium Nitrate)，為首次在臺使用。

溢洪道上部基礎開炸，因肥料炸藥爆炸後產生濃
煙故不宜使用於坑內。即使在平地開炸，亦應等
候濃煙消散後始可進入。

水利小知識
肥料炸藥 (Ammonium Nitrate)：

成分為硝酸銨的肥料，因混以柴油可以爆炸，價格僅及
膠質炸藥的三分之一，該肥料遇水即溶，本身並不會爆，

惟混以柴油後，即成為炸藥。使用肥料炸藥除成本低廉
外，在未經柴油拌合前，非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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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0/A700/A5111/1/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22 號民國 50 年 1 月份 (MK)》)

050/A762/001/1/001( 節錄 )

民國 50 年 1 月溢洪道基礎完成開挖。溢洪道在
大壩右山脊，山脊原甚尖狹，原地形頂部標高約
285 公尺，開挖 60 公尺，形成一 U 型缺口，再構
築溢流堰及陡槽等結構物。

民國 50 年 11 月溢洪道上半部之溢流堰、堰座及
陡槽施工。6 座溢流堰中之 3 座已經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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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4/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5 號民國 51 年 2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2 月溢洪道弧型閘門臂安裝作業。閘門
臂為將閘門水壓力傳遞至閘墩，使閘門啟閉較為
省力。

水利小知識
弧形閘門 :

利用弧形 ( 拱 ) 原理將閘板上水壓力，轉換為徑向力，透過
閘門臂傳遞至閘墩中的錨座，故閘門啟閉時僅需克服自重
及部分摩擦力，以吊門機利用鋼索啟閉閘門。

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5/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1 號民國 51 年 8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8 月弧型閘門已完成安裝。閘門完成後，

方可進行溢洪道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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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4/2/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7 號民國 51 年 4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4 月溢洪道上半部及溢流堰接近完成。

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5/2/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5 號民國 51 年 12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12 月溢洪道戽斗段接近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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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1/A005/A002/1/032( 節錄 )

民國 51 年 11 月溢洪道橋之預力樑吊裝作業。

檔    號

說    明

051/A005/A002/1/032( 節錄 )

民國 51 年 11 月溢洪道橋之預力樑吊裝完成照；

由畫面可知，溢洪道上游側原為鏤空欄杆，葛樂
禮颱風後，經檢討改為混凝土翼牆。





石門電廠有兩座發電機組，分別由取水塔發電進水口取水，經壓力鋼管至廠房推動水輪機及發電機
組發電，尾水經尾水道排入後池。因石門水庫發電除考量用電需求情形外，更應配合桃園大圳與大漢溪
下游灌區灌溉用水量，致發電時間短、出水量大，與灌溉用水無法搭配，故需有後池存蓄調節。而當發
電機組維修或其他原因停止運作時，位於取水塔右側之永久河道放水路 (PRO) 可放水，供灌溉用水所需。

柒、取水發電系統與後池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取水發電系統與後池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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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廠

電廠

取水塔

永久河道放水路 (PRO)

後池
桃園大圳

後池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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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取水塔包括發電進水口及永久河道放水路 (PRO) 兩種設施，取水塔為高 88 公尺之鋼筋混
凝土結構物，以 1:0.52 之傾度錨定於右山脊上游面堅硬岩盤上，故稱為錨定式取水塔或斜依式取水塔。

發電進水口於取水塔左側，在山壁上開鑿隧道，以壓力鋼管引水至電廠。發電進水口隧道於民國
49 年 6 月開鑿、52 年 3 月進水口混凝土澆置完成、52 年 9 月壓力鋼管隧道混凝土工程完成。PRO 進水
口與發電進水口同時動工、52 年 4 月完工。

7.1   取水塔與壓力鋼管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發電輸水路縱剖面圖。石門電廠發電輸水路包括發電進水口、壓力鋼管隧道、壓力鋼管埋設段，壓力
鋼管外徑 4.57m，長 318.771 m ，每道壓力鋼管最大流量為 68.6 立方公尺 / 秒。

取水塔 壓力鋼管隧道段 壓力鋼管埋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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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201/1/001( 共 218 張，節錄 1 張 )

水壓力監測儀器配置圖，由圖可見發電進水口、輸水路及永久河道放水路 (PRO) 布置。取水塔結構物包括發電進水口及
PRO，PRO 為鋼管襯砌之圓形混凝土隧道，進水口中心標高為 169.5 公尺，直徑為 1.372 公尺，總長 375.426 公尺，最大出水
量為 34 立方公尺 / 秒。施工期間，水庫水位尚未達標高 220 公尺前，下游灌溉用水由臨時河道放水路洩放；完工後，臨時河
道放水路封閉，下游灌溉用水由發電尾水提供，當電廠維修時，改由 PRO 洩放。

壓力鋼管
取水塔

永久河道放水路 (PRO)

臨時河道放水路



112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發電取水塔剖面圖。發電取水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物，其進水口隧道的中心標高為 173.0 公尺，並設置進水口閘門及攔污柵，

可作為維護壓力鋼管及阻攔漂流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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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0/A700/A5111/2/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25 號民國 50 年 4 月份 (MK)》)

051/A700/A5104/2/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7 號民國 51 年 4 月份 (MK)》)

民國 50 年 4 月取水塔之發電進水口及 PRO 進水
口已完成開挖。

民國 51 年 4 月取水塔混凝土已澆置至標高 213.25

公尺，取水塔已完成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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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1/A700/A5104/2/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38 號民
國 51 年 5 月份 (MK)》)

052/A700/A5105/3/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
月報第 50 號民國 52 年 5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5 月取水塔安裝攔污柵。攔污柵可阻擋漂流木，以
保護發電水輪機。

民國 52 年 5 月取水塔剛完工，此時導水隧道
尚未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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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1/A005/A002/1/008( 節錄 )

052/A700/A5105/2/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9 號民國 52 年 4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4 月發電壓力鋼管隧道段安裝情形。

民國 52 年 4 月發電壓力鋼管埋設段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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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1/A700/A5105/2/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5 號民國 51 年 12 月份 (MK)》)

052/A700/A5105/2/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9 號民國 52 年 4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12 月永久河道放水路 (PRO)( 畫面左側 )

及臨時河道放水路 ( 畫面右側 ) 混凝土澆置施工情
形；水庫完工後，封堵臨時河道放水路。

民國 52 年 4 月永久河道放水路 (PRO)( 畫面右側 )

及臨時河道放水路 ( 畫面左側 ) 鋼管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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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電廠位於石門大壩下游右側，由取水塔發電進水口以壓力鋼管引水至水輪機發電，再經尾水道
排至後池。石門水庫具有中等水頭差及中等流量，故採用可在水頭高度 40 ～ 600 米之間 運作的法蘭西
式水輪機，廠房內並裝有兩組 4.5 萬 KW 發電機，總發電量為 9 萬 KW，電廠所發電力，則由 154KV 雙
迴路高壓輸電線路送至松樹變電所連結臺電電力系統。

民國 50 年 7 月電廠廠房興建、52 年 1 月裝置發電機、53 年 1 月正式併聯發電，完工後委託臺灣電
力公司營運。以民國 52 年度臺灣電力公司發電裝置容量計算，石門電廠佔其 8.7%。

7.2   石門電廠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石門電廠手繪透視圖。電廠位於土石大壩與溢洪道之間的嵩台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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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石門電廠及相關設施位置圖。石門電廠整個工程包含發電進水口、壓力鋼管、電廠廠房及開關廠。

開關廠

壓力鋼管
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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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700/A6501/1/001( 共 4 張，節錄 1 張 )

電廠剖面圖。電廠為地下三層、地上一層之混凝土結構物。發電輸水路與水輪機相連之
中心線標高為 133.5 公尺。水流由壓力鋼管流進，推動水輪機，帶動發電機發電，而後
水流再由尾水管流出後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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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0/A700/A5112/2/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1 號民國 50 年 10 月份 (MK)》)

050/A700/A5112/1/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28 號民國 50 年 7 月份 (MK)》)

民國 50 年 10 月石門電廠尾水管安裝情形；尾水
管為電廠最下層設施，故須先進行施築。

民國 50 年 7 月電廠基礎開挖情形。基礎開挖深達
20 公尺，需以抽水機抽排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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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0/A700/A5112/2/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3 號民國 50 年 12 月份 (MK)》)

民國 50 年 12 月電廠中層廠房混凝土澆置情形。

檔    號

說    明

051/A700/A5105/2/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5 號民國 51 年 12 月份 (MK)》)

民國 51 年 12 月法蘭西 (Francis) 式水輪機蝸殼安
裝情形 ; 石門電廠水輪機為日本三菱造船工程公
司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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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檔    號

說    明說    明

052/A700/A5106/1/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
第 52 號民國 52 年 7 月份 (MK)》)

052/A700/A5105/3/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
第 51 號民國 52 年 6 月份 (MK)》)

民國 52 年 7 月電廠二號發電機轉子 (Rotor) 安裝情形 ;

發電機先安裝定子後，再進行轉子之安裝。

民國 52 年 6 月電廠二號發電機定子 (Stator) 安裝情形 ;

石門電廠發電機為日本三菱電機公司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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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251/A001/1/001( 共 5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53 年 2 月臺灣省石門水庫管理委會 ( 石管會 ) 呈報臺灣省政府，石門電廠已於該年 1 月 21 日正式併聯臺電供電系統發電，

在電廠未交由石管會委託臺電運轉前，仍由石建會負責維運，以及相關經費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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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後池及後池堰

後池為調節尖峰發電用水與桃園大圳及下游灌溉用水而設的蓄水池。其有效蓄水量為 220 萬立方公
尺，可蓄存電廠 5 小時尖峰發電後之水量，滿足所需之灌溉水量。後池除為調節發電尾水外，亦為溢
洪道洩洪時之消能池。

後池堰位於大壩軸線下游 1.8 公里處，分為混凝土溢流段與土石非溢流段。溢流段長度為 359.91 公
尺，採用混凝土臥箕式溢流堰，堰頂標高為 137.0 公尺，其上有堰頂橋，可連接後池之環池道路。後池
堰於民國 50 年 10 月開工，53 年 3 月完工。

檔    號

說    明

055/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建設誌 ( 一 )》)

後池完工後之全景照 ( 往上游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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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後池堰平面及剖面圖。後池堰左臨沖刷閘及桃園大圳新建進水口，其左側為溢流段，右側為非溢流段。後池堰溢流段採用臥
箕式，下游靜水池採用美國墾務局第 25 號工程專利的第三式靜水池，因其設有消能檻 (Chute and Baffle Block) 等，使需要的
靜水池長度縮短，故較為經濟。

沖刷閘

溢流段

溢流段剖面圖

非溢流段

非溢流段剖面圖

桃園大圳

新進水口



126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後池右岸護岸竣工圖。後池護岸主要於溢洪道洩洪時，保護堤岸不受水流沖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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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1/A700/A5104/1/003(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36 號民國 51 年 3 月份 (MK)》)

051/A005/A002/1/008( 節錄 )

民國 51 年 3 月後池堰之臥箕式溢流堰施工情形。

後池堰考量施工期間須避免洪水破壞，故以民國
50 年 10 月至 51 年 7 月 ( 溢流段之右半段 )、51

年 10 月至 52 年 5 月 ( 溢流段之左半段 )、52 年
11 月至 53 年 3 月 ( 非溢流段 ) 等三年之非汛期進
行施工。

民國 51 年 4 月後池堰下游坡面第一期施工情形 ;

下游坡面長度較長，因此須分節塊施工。



128

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2/A700/A5105/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7 號民國 52 年 2 月份 (MK)》)

052/A700/A5105/2/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8 號民國 52 年 3 月份 (MK)》)

民國 52 年 2 月後池堰第二期施工情形。本期施
築溢流段左半段，與民國 47 年 8 月完成之沖刷
閘銜接。

民國 52 年 3 月後池堰下游靜水池第二期施工情
形；該期靜水池已接近完工，可見下游坡面緊接
消能檻及靜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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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5102/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59 號民國 53 年 2 月份 (MK)》)

民國 53 年 2 月後池堰堰頂上方橋樑施工情形；橋
樑預力樑重量較大，故須以大型吊車進行吊裝。

檔    號

說    明

052/A700/A5105/2/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48 號民國 52 年 3 月份 (MK)》)

民國 52 年 3 月後池堰上游側護坦施工情形；上游
護坦長度較長，亦須分節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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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3/A700/A5101/1/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78 號民國 53 年 1 月份 (TAMS)》)

053/A700/A5102/A2/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61 號民國 53 年 4 月份 (MK)》)

民國 53 年 2 月後池堰之非溢流段施工情形；非溢
流段與大壩填築相似，中心為一不透水心層。

民國 53 年 4 月後池堰完工後之照片；後池堰蓄積
發電後之水量，由左岸之桃園大圳新進水口引水
灌溉 ( 詳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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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3/A005/A001/1/002( 節錄 ) 053/A700/A5102/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59 號民國 53 年 2 月份 (MK)》)

民國 52 年 12 月後池左岸護岸混凝土護塊拆除重排施工
情形；由於受葛樂禮颱風侵襲，因此損壞之護岸須進行
修復。

民國 53 年 2 月後池右岸護岸場鑄混凝土塊施工情形；

右岸護岸也受葛樂禮颱風侵襲，須進行損壞修復，由於
是場鑄混凝土，故以混凝土吊桶進行澆置。





桃園台地原為土壤貧瘠的農業區，缺乏大河川灌溉，農業收成不好。日本時代的桃園大圳及隨石門
水庫建設完成的石門大圳，將大漢溪水源源不絕的送往台地，大大的解決了台地灌溉用水問題。桃園
大圳取水口位於石門水庫後池左岸，灌溉地勢較低的北桃園及光復圳灌區，石門大圳取水口則在水庫
大壩上游左壩座下，灌溉地勢較高的南桃園，堪稱為石門水庫兩條輸水大動脈。

捌、桃園大圳與石門大圳

檔    號

說    明

053/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

石門水庫桃園大圳及石門大圳灌區位置圖。桃園大圳供給北桃園台地灌區，石門大圳灌溉地勢
較高之南桃園台地灌區，並負擔公共給水輸水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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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興建之桃園大圳，原先之取水口約在目前水庫依山閣附近大壩左壩座下。石門大壩施工
時，將其封閉，遷移至後池堰左側新建取水口，再以隧道連接原桃園大圳。桃園大圳最大引水能力
16.8 立方公尺 / 秒，幹線全長 25 公里。

桃園大圳新建進水口 ( 渠首工 ) 工程為石門水庫第一期工程，於民國 44 年 7 月 7 日開工，47 年 8
月 5 日完工通水，同日大壩開基典禮，為水庫第二期工程開始。

8.1   桃園大圳新建進水口

檔    號

說    明

044/A700/A1506/1( 節錄自《ENGINEERING 

GEOLOGY REPORT ON SHIHMEN DAM SITE AND 

RELATED STRUCTURES》)

原桃園大圳進水口南側入口。

◆ 位於後池末端左側的桃園大圳進水口現況；照片左側為
平鎮淨水場第二原水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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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州廳編《桃園大圳》 1924 

◆ 桃園大圳工事平面圖。日本時代即已完工之桃園大圳，由大嵙崁溪石門引水，分成 12 支線送水至北桃園台地灌區。因大嵙崁溪水量豐枯
影響，桃園大圳仍需配合埤塘系統 ( 圖中藍色位置 ) 灌溉。石門水庫興建後，可蓄豐濟枯，埤塘之灌溉功能因此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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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762/A001/9( 節錄自《PHOTOS DRAWER III》)

原桃園大圳進水口。有兩個入口，分別位於東側及南側之深槽區。由於位於石門大壩位置，

故施工時須封閉進水口。

南側入口
東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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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3/A700/A2110/1/001( 共 22 張，節錄 1 張 )

石門大壩附近施工前地形圖。桃園大圳舊進水口於石門壩址左岸，分別有東側及南側進水口；本圖應為省建設廳時代
所研擬，歸為石設會檔案。

南側入口

東側入口

原
桃
園
大
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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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桃園大圳舊進水口與新建進水口位置圖。桃園大圳舊進水口位於石門大壩工程範圍內，因此必須封閉，另建新進水口於後池
堰左側；水庫計畫所興建的石門大圳，其進水口與桃園大圳舊進水口相近。

石 門 大 圳

桃園大圳

新進水口

桃園大圳

舊進水口

桃 園 大 圳 廢 棄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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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4/A137/A001/1/016( 共 3 頁，節錄 1 頁 )

民國 44 年 6 月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奉副總統
陳誠指示代辦桃園大圳新進水口工程作業。同月 15

日通知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該局將於 7 月 1 日成
立工務所，並於 7 月 7 日開工。

檔    號

說    明

044/A614/A001/1/001( 共 2 頁，節錄 1 頁 )

民國 44 年 7 月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因當時
經費拮据，且為節省工程時間，向石籌會洽借辦
公場所，並告知桃園大圳新進水口連接隧道工程
工務所於 7 月 1 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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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桃園大圳新進水口與沖刷道之設計圖。桃園大圳新進水口是一鋼筋混凝土箱型結構物，底部標高為 129.5 公尺。沖刷道建於
進水口旁之下游側，協助排除大嵙崁溪泥砂，維持深槽，避免進水口淤積，以維持取水功能。

沖刷道

桃園大圳

新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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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7/A005/A001/1/022( 節錄 )

民國 47 年 5 月桃園大圳新進水口及沖刷道施工照片。

檔    號

說    明

055/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建設誌 ( 一 )》)

桃園大圳新進水口竣工照片。桃園大圳新進水口
為兩孔 4*3 公尺的開孔，平常進水量由閘門控制。

沖刷道

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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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754/A001/1( 節錄自《中華民國 47 年石門水
庫統計年報》)

民國 47 年 8 月 5 日桃園大圳新進水口完工通水典
禮。

檔    號

說    明

053/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

民國 47 年 8 月 5 日副總統陳誠主持桃園大圳新進
水口完工通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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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大圳渠首工位於左壩座旁，原桃園大圳取水口上方，取水口中心高程標高 193.55 公尺，

設計流量為 16.4 立方公尺 / 秒，除灌區農業用水外，並含自來水廠用水，為桃園地區公共給水原
水主要輸水路。石門大圳進水口較原桃園大圳進水口高約 60 公尺，可供灌地勢較高之南桃園，將
原來依賴埤塘圳路灌溉之系統串接，提供穩定的灌溉水源。

石門大圳系統分成三部分施工，渠首工由石建會大壩工程處負責，幹支渠執行單位為石建會渠
管工程處，分支線則由臺灣省水利局輪灌工程處負責執行。石門大圳渠首工內容包括進水口、導
水路、消能室；進水口於民國 50 年 12 月開工，民國 52 年 5 月完工。

8.2   石門大圳渠首工

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局部節錄 1 張 )

石門大圳渠首工縱斷面圖，全長 268.81 公尺。

消能室

導水路

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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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石門大圳渠首工竣工圖。進水口中心高程為 193.55 公尺，隧道直徑 2.5 公尺，水庫正常滿水位為 245 公尺，故引水時需適
當消能，因此於隧道中設置消能室，水流經消能後，進入石門幹渠第一號隧道，輸往灌區。第一號隧道第一段長 240.517 公
尺，由大壩工程處施工，該隧道其他部分，則由渠管工程處設計施工。

消能室

第一號隧道第一段

( 大壩工程處施工範圍 )

退
水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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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石門大圳進水口閘門竣工圖。進水口建於大壩左岸山壁，裝置阻水閘門一座，僅供維護隧道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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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石門大壩基礎改善圖。圖中可了解石門大圳、原桃園大圳取水口的相對位置，其中石門大圳取水口位在原桃園大圳上方 60

公尺處。而閘室則位於消能室上方約 60 多公尺高之地面，由閘室可搭工作電梯到達消能室。

石門大圳取水口

閘室

消能室

原桃園大圳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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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2/A700/A5105/2/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
程月報第 49 號民國 52 年 4 月份 (MK)》)

053/A762/A001/2( 節錄 )

民國 52 年 4 月石門大圳進水口工程施工情形。 民國 53 年 2 月石門大圳閘室施工情形。閘室下方即為消能室，

維護時需經由閘室內電梯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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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2/A700/A5105/3/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50 號民國 52 年 5 月份 (MK)》)

052/A700/A5106/1/002(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報第
53 號民國 52 年 8 月份 (MK)》)

民國 52 年 5 月石門大圳進水口 ( 紅色框 ) 完工照片。 民國 52 年 8 月石門大圳進水口。此照片拍攝時，水庫
水位為 204.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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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大圳幹渠自進水口消能室下游端之
第一號隧道開始，全長 27.34 公里，支渠 19
條共長 97.49 公里，分渠 44 條長 170.029 公
里，灌溉區包括標高 250 公尺以下至桃園大
圳及光復圳灌區邊界之地勢較高台地，面積
約 21,926 公頃，涵蓋三縣十二鄉鎮。

石門大圳幹渠樁號 20 公里以前都依地勢
沿山麓斜坡蜿蜒設計，以重力方式輸送，明
渠全線共分七段，各段斷面按用水系統的需
要逐漸減小 ( 梯形渠道之底部寬度，由 1.76
縮小至 1.40 公尺 )，採用經濟水理斷面，且
以混凝土內面工襯砌，以減少輸水損失 。為
克服地形，大圳以梯形明渠、隧道、渡槽、

倒虹吸工等不同型態施築。

石門大圳工程於民國 45 年 12 月開工，

民國 52 年 8 月為因應灌區農田之需求，提
前通水。

8.3   石門大圳幹支渠系統

石門大圳支渠及工區範圍表

幹渠樁號 支渠名稱
灌區面積

( 公頃 )
渠管工程處所屬工區

0+295 三坑子支渠 254 第一工區
(0+018.69-1+669.48)2+030 * 低揚支渠 2,246

2+030 * 高揚支渠 1,135 第二工區
(1+669.48-4+565.39)

7+515 * 員樹林支渠 3,878

第三工區
(6+910.09-15+002.62)

10+375 * 社子支渠 325

10+375 * 埔頂支渠 1,406

11+140 * 東勢支渠 206

12+965 * 中壢支渠 933

12+965 * 過嶺支渠 2,696

14+375 南勢支渠 218

15+910 平鎮支渠 202

第四工區
(15+002.62-19+543.04)

17+130 山溪支渠 76

17+460 山麓支渠 484

18+680 * 環頂支渠 1,890

18+680 高山頂支渠 250

19+420 大金山支渠 267

25+015 * 繞嶺支渠 3,388
第五工區

(19+543.04-25+168.99)25+015 長岡嶺支渠 345

25+015 * 湖口支渠 1,727

註 : 1. 石門淨水場於「環頂支渠」取水。

 2.  " * " 標示為渠管工程處負責支渠，其餘為臺灣省水利局辦理。

3. 幹渠樁號 4+565.39-6+910.09 為第二號隧道，由工務處發包委託
廠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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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6/A700/A6602/1/005( 共 6 張，節錄 1 張 )

石門大圳系統及施工分段圖。石門大圳幹支渠系統分成五個工區，部分工區又分成若干段 ( 圖中標示數字者，代表工區別；

數字加「隧」字者，代表隧道別 )，為國人自行設計施工，因此均以中文簽名為主。

五
三

二
隧

二

一
隧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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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石門大圳第一號隧道平面圖。屬幹渠段之第一號隧道，從簽名欄可以發現乃為石建會之國人自行設計，並由總工程師顧文
魁審定。第一號隧道共分成四段，第一段由大壩工程處負責，第二段至第四段由渠管工程處負責。

第一號隧道第一段

( 大壩工程處施工範圍 ) 第一號隧道第二段( 渠管工程處施工範圍 ) 第一號隧道第三段
( 渠管工程處施工範圍 ) 第

一
號

隧
道

第
四

段

( 渠
管

工
程

處
施

工
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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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00/A6301/1/001( 共 240 張，節錄 1 張 )

石門大圳幹渠內面工設計圖。由設計斷面圖可知，

渠道依地勢沿河階邊坡開挖興建。

河階邊坡

檔    號

說    明

047/A700/A5307/1( 節錄自《AP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LOAN FUND FOR CONTINUATION OF 

SHIHMEN MULTIPURPOSE DAM PROJECT》)

石門大圳幹渠施工情形。石門大圳幹渠沿山麓邊
坡開挖施工，由照片可見右側為地勢較低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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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48/A003/A002/1/004( 節錄 ) 048/A003/A002/1/003( 節錄 )

民國 48 年 6 月石門大圳第四工區倒虹吸管施工
情形；為維持重力引水，跨越低地或河流時，可
運用倒虹吸工法。

民國 48 年 7 月石門大圳第四工區第三段明渠開挖；當時施工
機具較缺乏，故明渠開挖以人力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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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8/A003/A002/1/014( 節錄 )

民國 48 年 11 月石門大圳第三區第二段明渠混凝土
襯砌；當時混凝土襯砌施工，主要靠人力搬運施做。

檔    號

說    明

049/A712/A001/1/005( 節錄 )

民國 49 年 3 月石門大圳第四工區第二段渡槽施工；

渡槽主要為跨越低地或河流之構造物，因此下方
需有類似橋墩之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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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49/A712/A001/1/012( 節錄 )

民國 49 年 4 月石門大圳第四工區平鎮倒虹吸管
工程；該段倒虹吸管工跨越低地，照片中，由近
而遠地勢漸低。

檔    號

說    明

052/A005/A001/1/024( 節錄 )

民國 52 年 8 月石門大圳通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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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3/A754/A001/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

052/A005/A001/1/033( 節錄 )

石建會執行長徐鼐及總工程師顧文魁視察石門大圳
工程；視察人員列隊沿大圳護岸頂部行走。

民國 52 年 10 月石門大圳通水情形；大圳上方有若
干橋樑跨越，以維持原有交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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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1/A802/A002/1/001( 共 6 頁，節錄 2 頁 )

053/A041/A001/1/001

民國 51 年 3 月行政院函令核准臺灣省政府設立
「臺灣省水利局石門大圳管理處」。石門大圳管
理處代辦石門大圳灌溉區內有關小支分渠暨輪灌
工程用地之協調徵購，農民編組暨灌溉管理運用
等事宜。民國 53 年奉令與「臺灣省中壢農田水利
會」合併成立「臺灣省石門農田水利會」。

民國 53 年 1 月臺灣省石門農田水利會函知石建
會，該會於民國 53 年 1 月 1 日成立，石門大圳灌
溉區域為其事業區域。





在石建會全體工程人員兢兢業業、日以繼夜投入建設下，陸續完成大壩、溢洪道及導水隧道封賭等工
程，終於接近完工。然而，就在民國 52 年 9 月，亦即水庫完工的前一年，變化莫測的大自然，卻為尚未
完全竣工的石門水庫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考驗─強烈颱風葛樂禮 (Gloria) 來襲。

這個考驗，雖為工程人員帶來前所未見的試煉，但水庫設施安全通過考驗，也帶來水庫後續持續進化
的重要動力。由於颱風帶來破紀錄的降雨及洪流，水庫第一次洩洪操作，淡水河下游嚴重淹水，因此也
造成社會的質疑。經工作人員提出科學數據詳細說明，係因降雨量大且入流量遠超過水庫蓄洪量，終於
排除石門水庫洩洪是水災原因的疑慮。

玖、葛樂禮颱風的試煉

檔    號

說    明

052/A007/A001/5/001( 節錄自《全體委員會議議事日程》)

葛樂禮颱風期間溢洪道及水位示意圖，圖中標示埧頂標高 251 公尺，是指埧頂最低位置之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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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2 年 9 月 6 日葛樂禮颱風生成，9 月 10 日抵台灣東方海面，11 日起半滯留於基隆港外海，形
成「西北颱」，使得臺灣北部豪雨如注，造成臺灣中北部嚴重的水災。

葛樂禮颱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量累積達 1,375 公釐，其 24 小時降雨量已超過菲律賓碧瑤所創
之世界紀錄。如此降雨量在當時更是臺灣空前之紀錄，直到後來，紀錄才陸續被打破。驚人的雨量，

也使得大嵙崁溪出現了破紀錄的洪流。

民國 52 年 9 月 11 日上午 5 時水庫水位已達到 236.5 公尺，10 小時內，水位上漲 20 多公尺，距溢
洪道閘門開啟之規定水位 237.5 公尺尚有 1 公尺的差距，但考慮到上游集水區持續劇烈降雨，水位急遽
上升，於上午 5:40，便決定將 6 扇閘門全數開啟洩洪，惟水位仍持續攀升，下午 7 時，水庫水位已達
到最高 249.09 公尺，逼近壩頂標高 251 公尺，當時水庫入流量為 10,200 立方公尺 / 秒，洩洪量為 9,600
立方公尺 / 秒，已相當接近溢洪道設計排洪量 10,000 立方公尺 / 秒。所幸上游集水區後來雨勢漸緩，

入流量減小，水庫水位開始下降，直到 9 月 13 日上午關閉溢洪道閘門。

9.1   颱風來襲

檔    號

說    明

052/A762/A001/1( 節錄 )

民國 52 年 9 月 11 日葛樂禮颱風期間石門水庫洩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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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2/A700/A6901/1/001( 共 12 張，節錄 1 張 )

◆ 中央氣象局歷史颱
風資料庫

民國 52 年葛樂禮颱風路徑圖。

◆ 民國 52 年 9 月 8 日
至 9 月 11 日葛樂禮
颱風累積雨量圖。

水利小知識

民國 52 年葛樂禮颱風於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與之後歷次颱風比
較，無論是累積降雨量或日雨量，都是目前所記錄到的最高值。

0912
0200 0911

0200

0910
0200

民國 48 年迄今臺灣主要颱洪事件降雨量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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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2/A700/A6901/1/001( 共 12 張，節錄 1 張 )

世界最大暴雨量與葛樂禮颱風期間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嘎拉賀站及白石站降雨量比較圖。葛樂禮颱風在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嘎拉
賀雨量站 24 小時降雨量 1,193 公釐、白石站 1,248 公釐，皆已超過民國前 1 年菲律賓所創之世界最高紀錄 1,188.9 公釐，此外，

36 小時及 48 小時之降雨量也都已經接近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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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2/A700/A6901/1/001( 共 12 張，局部節錄 1 張 )

054/A754/A001/1

( 節錄自《石門水庫》)

葛樂禮颱風大嵙崁溪石門以上流域平均降雨量記錄
圖。颱風主要降雨發生於 9 月 10 日至 11 日，69%

集中在 24 小時內，不僅降雨強度大，降雨量也相當
大，且集中在短時間內發生。  

葛樂禮颱風石門水庫洪水位及
流量過程線圖。上午 5:40，洩
洪閘門全部開啟洩洪，水位仍
持續攀升。下午 7 時，水位已
達到 249.09 公尺，逼近壩頂標
高 25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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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檔    號

說    明

說    明

052/A005/A001/1/028( 節錄 )

052/A005/A001/1/028( 節錄 )

9 月 11 日葛樂禮颱風暴雨下，水庫蓄水及溢洪道
洩洪情形。當時水庫水位已逼近壩頂標高，此時
仍有盡責工作人員於壩頂巡視。

9 月 12 日葛樂禮颱風溢洪道洩洪及電廠尾水道圍
堤沖損情形。由於當時後池尚未全部完工，因此
造成部分區域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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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2/A841/A001/1/008( 共 2 頁，節錄 1 頁 )

民國 52 年 9 月提愛姆斯 (TAMS) 公司阿爾夫經理
於呈給總工程師顧文魁之簽文中，對石建會同仁
於葛樂禮颱風期間恪盡職守，使暴風雨災害減至
最小，表示嘉許。

檔    號

說    明

049/A313/A001/1/014( 共 51 頁，節錄 1 頁 )

民國 52 年 11 月石建會同仁回應總工程師顧文魁
詢問，顧文魁批示 :「併存葛樂禮颱風卷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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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2/A007/A001/6/001( 節錄自《全體委員會議議事日程》)

民國 52 年 9 月 21 日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第 69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及報告事項。顧總工程師於
報告事項中，提出提愛姆斯公司對葛樂禮颱風檢討改進事項，包括溢洪道頂部道路旁欄杆改為
封閉式混凝土翼牆，其最低標高增至 252.3 公尺，約可增加出水高 1.7 公尺，增加溢洪道最大出
水流量 14%，從 10,000 立方公尺 / 秒，增加至 11,400 立方公尺 /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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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005/A001/1/002( 節錄 )

民國 52 年葛樂禮颱風侵襲對後池造成嚴重破壞。

葛樂禮颱風時，後池堰右側土堤段 ( 非溢流段 ) 仍
在填築中，洩洪龐大水量將其沖毀；位於後池左
岸之電廠尾水道圍堤也有沖損。

災後後池經由地形測量，發現池底平均高程約達
105 公尺，與水工模型試驗結果，竟然相當吻合，

葛樂禮颱風洩洪雖然破壞了後池，卻也宛如替石
門水庫進行了一次「全尺寸水工試驗」。

檔    號

說    明

052/A700/A5106/2/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工程月
報第 54 號民國 52 年 9 月份 (MK)》)

民國 52 年 9 月葛樂禮颱風洩洪，後池右岸護岸
全部遭沖刷破壞。

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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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樂禮颱風為臺灣北部地區帶來破紀錄的降雨，造成淡水河下游低窪地區嚴重淹水。由於這是石門
水庫第一次洩洪，也造成社會疑慮石門水庫洩洪是水災原因，並責難石建會。立法院在多次會議中，

質疑石門水庫防洪設計及操作是否有誤；監察院也調查機關有無疏忽失職之處。經石門水庫建設委員
會人員依據石門水庫設計原則及水文科學數據資料，詳細解說葛樂禮颱風時水庫操作過程，終於排除
各界以石門水庫洩洪為嚴重水災肇因之誤解。

9.2   社會質疑及回應

◆ 資料來源 : 民國 52 年 9 月 13 日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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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民國 52 年 9 月 13 日徵信新聞報第二版 ( 節錄 ) ◆ 民國 52 年 9 月 15 日聯合報第二版 ( 節錄 )

◆ 該報社論建議檢討 (1) 石門水庫放水時間，(2) 容水與
放水之新標準。

◆ 該報社論建議調查嚴重災情之真正原因；石門水
庫應由專家學者成立獨立專門管理機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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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2/A052/A001/1/004( 共 13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52 年 10 月 5 日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呈報行政院公文，由執行長辦公室直接撰稿說明過去大嵙崁溪的最大記錄流量是
4,940 立方公尺 / 秒，而葛樂禮颱風期間，大嵙崁溪流量卻高達 10,200 立方公尺 / 秒，是過去紀錄的 2 倍多，且根據洪水頻
率曲線推算，為 2 千年以上頻率之洪水流量。颱風期間先後流入水庫的洪水量亦高達 8 億 6 千萬噸，更是將近水庫庫容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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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2/A123/A003/1/005( 共 7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52 年 11 月 19 日行政院秘書處函請
石建會提供立法委員郭登敖質詢之書面
答復稿。 10 月 8 日立法院會議多位立委
質詢葛樂禮颱風石門水庫相關問題，除
當場詳細回復外，部分問題，需另外補
充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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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2/A123/A003/1/004( 共 14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52 年 12 月 19 日石建會函送立法委員郭登敖質詢之書面補充說明，請行政院秘書處轉陳。 書面補充資料從雨量、防洪運用
及水庫目標方面，充分解釋說明，完整釋疑。 





臺灣省政府於民國 52 年 8 月成立石門水庫管理委員會，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即開始展開工程移管
及竣工籌備事宜。民國 53 年 5 月辦理竣工典禮新聞發布準備作業，郵政總局則籌備發行紀念郵票。53
年 6 月 14 日舉辦竣工典禮，由副總統陳誠主持，中外貴賓雲集。竣工典禮後，於 6 月 30 日辦理工程
移管典禮。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持續辦理後續移轉工作，於 55 年 5 月 31 日正式結束及機構撤銷。

拾、竣工移管

檔    號

說    明

083/1115/001/1/001( 節錄自《石門水庫竣工三十週年紀念專輯》)

民國 53 年 6 月 14 日副總統陳誠主持石門水庫竣工典禮，典禮於溢洪道與大壩間的
平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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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044/A002/1/024

民國 53 年 5 月 23 日行政院新聞局發函回復石
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有關石門水庫竣工典禮相
關工作協調事項。

檔    號

說    明

053/A044/A002/1/041( 共 3 頁，節錄 2 頁 )

民國 53 年 6 月 13 日行政院長嚴家淦發函石
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慶賀石門水庫竣工，執行長
徐鼐批示「竣工典禮時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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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044/A002/1/016( 共 4 頁，節錄 3 頁 )

民國 53 年 5 月 27 日交通部郵政總局函
知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石門水庫紀
念」郵票定於當年 6 月 14 日竣工典禮當
日配合發行，以資慶祝。

◆ 民間收藏之首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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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聯合報

◆ 民國 53 年 6 月 14 日聯合報報導石門水庫竣工典禮，並以社論探討石門水庫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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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說    明

053/A762/A001/1/001( 節錄 )

民國 53 年 6 月 30 日舉行石門水庫工程移管典禮。移管典禮由臺灣省政府主席黃杰以石門水庫管理委員會兼
任主任委員身份主持，並邀請審計部、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處、經濟部、財政部、

內政部等有關機關參加，石建會將完工之石門水庫移交給臺灣省石門水庫管理委員會接管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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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亭帶有牌樓風格之樑柱搭配，具簡化中國傳統硬山式屋頂意象的
涼亭造型，為當時任教於中原大學建築學系之著名女建築師王儀曾所
設計，除象徵石門水庫所在地「石門」之紀念性入口意象外，其所呈
現之工程力學與造型結構之美，與石門大壩相呼應！

紀念碑文為當時石建會主任委員蔣夢麟所撰並書；英文紀念碑記載石
門水庫由中華民國政府石建會興建，美國政府協助，提愛姆
斯公司及莫克公司分別協助設計與施工。

紀念涼亭設計圖

英文紀念碑

石門水庫紀念建築包括平台、水池、紀念碑、英文碑 ( 右圖 ) 及紀念亭 ( 上圖 )，原位於溢洪道與石門
電廠間，民國 99 年 5 月配合電廠發電鋼管改建為排砂專管施工需要，將紀念碑及紀念亭遷移至石門
水庫南苑園區 ( 下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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