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
農民視為「莊稼血」、二十四節氣中第 2個節氣的「雨水」，自

古即受詩人讚頌；現代詩人則藉著雨滴墜入地面的剎那無常，浪

漫告白情感。但對都會居民來說，雨天就是塞車天，出門多麼不便啊！

抱怨之餘，會想讓雨水成為另一種生活用水，以備不時之需嗎？ 14年前

積極投入雨水貯集利用的國立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教授廖朝軒，親手打

造的「海大雨水公園」，讓大家見識到小小雨滴，也能澆灌、沖廁、結

合景觀，人人嫌棄的垃圾廢土，變成美麗庭園，吸引太平洋上海鳥駐足，

也為「海綿城市」帶來更多願景。

專訪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廖朝軒教授
談「雨水公園」 ■ 編輯室

廖朝軒指出，為了防堵都市

淹水，政府不斷增加預算蓋

堤防、增設抽水站。在不可

能年年更新設施下，一旦暴

雨破紀錄、超越排洪設計標

準時，洪災威脅已經迫在眉

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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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推動雨水再利用概念，說實在的，民

眾接受度不高。」廖朝軒直指核心問題源於台灣的水

價太便宜。一度自來水價 10元，買個雨水收集桶就

要上萬元，加上配置的管線與相關設施，及後續維護

保管經費，感覺意義不大。但看著台灣不斷陷於循環

缺水的不安，究竟要等到何時才能出現省錢誘因而投

入？他坦言，水價調漲，談何容易。現在不做，永遠

後悔。尤其面對嚴峻的氣候變遷，更需要創新構想，

找出有效解決都市化發展、建築用地增加、土地利用

快速變遷、不透水層面積大幅增加所帶來的治水問

題。這位畢業於台大土木工程系水利組碩士，留學美

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推動工業用水合理化的學

者，決定自己動手先做做看。而選擇「雨都」基隆規

劃設置「雨水公園」，別具意義。

提起出國留學，他笑稱當時年輕想不開。民國

68年研究所畢業，服役後通過公務員普考進入經濟

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服務，後又跳槽台電開發

處，陸續參與過核四、深澳電廠、興達電廠等經濟效

益評估，工作內容為成本效益核算。做了 5年，突然

興起出國唸書想法，鑽研工業用水的管理。4年博士

生涯，最欣慰的事就是學會定量指標分析。回國後，

於民國 81年進入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組任教，教授「都市雨洪管理，即下雨造成的洪

水管理問題」課程，是該系研究所碩、博生學習的重

要課題。海大因此成為國內大學中，最早開辦「都市

防洪」課程的學校，廖教授至今仍是該領域的權威領

航者，一手打造的「雨水公園」，變身為水資源環境

教育的最佳活教材。

廖朝軒表示，民國 97年建置的雨水公園，主要

是利用建物屋頂與立面，收集雨水，經過簡易水質處

理後，讓雨水成為珍貴資源。工程建置包括景觀用水

系統、能收集建築物牆壁的立面收集系統、供河工二

館沖廁用的雨水沖廁系統。系統運作上，利用管路將

河工二館頂樓雨水收集到地面的集水樽，經過沉澱消

毒，再送到地面兩個各 15噸的儲水槽，再以馬達將

水送上屋頂兩個 3噸水槽，分送各樓層廁所。至今河

工二館沖廁用水依舊主要靠雨水，一年省下 3600噸

自來水。運作順利後，校方將技術延伸至學生宿舍的

沖廁系統，每天約省下 35噸水。結合風力發電安裝

的風力發電機，產出 3000瓦電力，足夠因應雨水公

園的照明及景觀噴泉、生態池抽水馬達使用（但已在

數年前因颱風而吹毀）。於 102年 4月，獲得行政院

環保署認證，立刻躍升為基隆第一個戶外環境教育教

學活動與宣導示範的熱門場所。

「其實計畫剛提出時，審核單位並不看好，第一

次還被打回票。」他說，該計畫是配合內政部建築研

究所「綠色廳舍改建推動方案」設置，而這塊地原是

基隆市垃圾掩埋場，經過填土造地後成為海大校地。

冬季東北季風非常強，經常風砂滾滾，想要變成公

園，確實有點天方夜譚。雖然能夠理解審核委員反對

的原因，但他不願輕言放棄，一面找景觀師討論戶外

圖 1、海大雨水公園

圖 2、海大河工二館立面收集雨水作為植栽澆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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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與植栽特色，一面進行說服工作。完工後的公

園，有砌石景觀水池、河道及雨樸滿、人力幫浦、樹

蓑衣、繩索等各式雨水收集設施，讓人見識到原來雨

水收集竟是如此有趣、多樣。如今，生態池裏開滿蓮

花，蓮葉底下的魚兒，健康成長著。「剛開始，放進

生態池的魚群，一批批不見，以為是頑皮學生偷撈。」

為了查明真相，廖教授化身刑警，將車子停放生態池

邊，黃昏後躲在車內觀察。還好，蹲點沒多久，真相

大白。笑說：原來小偷是太平洋上的海鳥，看到清

澈水底有魚，立刻俯衝銜走。種植蓮花是為了保護魚

群，彼此相互共生，花兒愈開愈美麗，不時贏得訪客

讚美。

「都市裏，可以收集利用的雨水大致可以分成 2

種，一是來自建築物，一是來自地表。」廖朝軒指出，

建築物除了屋頂可以大量收集雨水，還有四個立面，

整體加計的面積很大。通常雨水不會一直垂直落下，

很多時候呈斜角打在建築物牆壁，壁上安裝接水管即

可收集。台北市有棟企業大樓的二樓外牆直接設計出

一條凹槽，收集雨水，非常方便。至於民眾擔心的酸

雨問題，他認為問題不大。「放棄前面一小時段雨水，

大約 10秒後就相對乾淨。」他曾經對民眾疑慮進行

雨水取樣檢測，前後 10秒酸鹼值確實差很多。他認

為，建築物屋頂的水泥是鹹性，具有中和作用，民眾

不必太擔心建物雨水的安全性。

相較之下，地表雨水就比較髒，往往夾帶著泥

巴與車輛污染物，需要特別處理。目前採取的淨化方

式，主要為植栽設施、滲透設施、滯蓄設施。因為有

後續維護管理問題，他建議透過環境教育建立全民共

識，政府不妨帶頭示範，增加民眾信心。近年來美國

圖 3、海洋大學河工二館雨水貯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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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賣場或停車場，已將「雨水花園」進化為都市小

水庫，藉以降低都市雨洪衝擊與缺水問題。透過眾多

小水庫所結集的保水力量，可望及早實現「海綿城

市」目標。

「地球土壤有如人體皮膚，都市開發不斷水泥

化，土壤漸漸失去透水功能，下雨只能靠排水溝、雨

水排水道、抽水站等人為設施來排除。」廖朝軒指出，

為了防堵都市淹水，政府不斷增加預算蓋堤防、增設

抽水站。在不可能年年更新設施下，一旦暴雨破紀

錄、超越排洪設計標準時，洪災威脅已經迫在眉睫。

「城市治水不能頭痛醫頭，要像中醫把脈理論，一點

點的疏通調理，雨水公園是最好的疏通策略。」他表

示，台灣正在推動的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都是

分散式小型系統；而雨水再利用也有類似屬性。相較

於大型、集中、公有的水庫，更容易推廣。「乾旱時，

老天爺不會乖乖讓雨水下在水庫集水區。」他認為，

如果家家戶戶學會如何收集雨水，即使旱季來臨，還

是有解的！

他說，台灣道路分隔島都是高出地面，下雨時

雨水往外流，車輛行經激起水花，影響交通安全，排

水系統更常受堵，甚至出現積水困擾；美國則是反向

操作，結合「海綿城市」概念，讓道路安全島地基下

沉約 30公分，凹下去的空間就是雨水儲存槽。以長

10公里的道路計算，乘以 30公分深，一場雨下來，

確實可以儲存不少水。美國多年執行經驗發現，除了

儲水，還可去除地表雨水污染物，下沉的植栽也因此

長的更好。「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做，但一般公務員

比較擔心過程中出現批評指責聲浪。」廖朝軒指出，

這套利用土地規劃與工程設計方法來管理雨水逕流的

策略，係源於 1990年代美國發展出來的低衝擊開發

（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常見技術包括綠

色屋頂、透水性鋪面、雨水貯集系統、植生滯留槽、

植物草溝及自然排水系統等。利用土壤與植被的蓄

存、入滲、過濾、蒸發功能，減少地表逕流、延長流

徑，進而降低洪峰，並增加集流時間。結合都市土地

規劃、景觀等面向，改善水質、減少暴雨逕流量，達

到「海綿城市」的吸納效應。

「因應氣候變遷，海綿城市概念已被先進國家視

為新型、有效的都市綜合治水辦法。」廖朝軒指出，

各國提出的名稱不盡相同，方法則大同小異。如澳洲

稱為「水敏感城市」、韓國則結合科技強項，強調智

慧操控。他很高興看到水利署融入生態，不斷突破瓶

頸，迎戰治水新趨勢。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注

入智慧水管理，推動雨水貯集系統建設計畫。106至

108年，全台縣市政府核定完工案累計有 211件，並

持續推動中。而民間參與熱度亦不遑多讓，可口可樂

基金會從 104年陸續在烏來福山部落、基隆八斗子

國小、花蓮壽豐鄉、桃園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苗

栗南庄等偏鄉設置雨水貯集設施，今年執行情況對象

將集中在中部原住民部落。而民間發起的 2021首屆

「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吸引全台 138家單位參

獎，件數高達 225件。在淨水與衛生獎項中，金獎從

缺，銀獎則由可口可樂基金會「推動無自來水山區雨

水系統興建計畫」奪下，計畫內容就是委託廖朝軒協

助執行。

細數研究所畢業到成為大學教授，四十餘載，廖

朝軒在傳道、授業、解惑之餘，不斷積極投入綠建築

發展與綠色生態設施的推廣，即使退休在即，仍誓言

不放棄台灣水資源的永續行動，期許再接再厲營造理

想的「海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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