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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陽光、空氣、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三大要素。隨著科技進步與

經濟的蓬勃發展，人們為了追求更富裕、更舒適的生活，也不斷的

透過各項實質建設來達到追求物質及精神文明與享受的目標，但卻

也同時消耗或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生態與資源，水資源

自然是其中倍受關切的一部份。 

在永續發展的世潮流驅動，與各先進國家紛紛倡導推動綠建築

的時代趨勢下，國內政府有關建築主管部門也積極規劃推動，首先

是以榮譽鼓勵性質的示範建築為主的「綠建築標章制度」，接著強調普及化落實的法制化就隨之而展開，影響

深遠的「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設計施工專章」也即將立法並公佈實施。  

本文特別藉此篇幅介紹有關「綠建築設計施工專章」中有關水資源指標中，再生水利用與雨水貯留利用

的一些思考。  

二、有關再生水利用的一些探討 

進入廿一世紀以後，水的再生利用已是全人類普遍建立的共識，更是水資源經營管理工作者積極努力的

新方向。然而它的範籌涵括的非常廣，在不同尺度與規模的限制及思考下施為與行動自然不同。本文以建築物

的水再生利用為主題，所有的探討當然以建築主體中的供排水系統，再加上再生水利用的系統為主。以日本為

例，因為日本的自來水系統一般稱為「上水」，而生活污水排水稱為「下水」，所以將介於此兩者間，也就是

用過的水拿來再利用的部份通稱為「中水」，如此來加以區分。惟這樣的「中水」一樣面臨是廣域的系統或是

地域式的系統，還是只談建築物中的系統，系統不同立論與探討的重點自然就有差別，本文再一次強調是以建

築物的角度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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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系統之設置在建築設計施工上的可行性考量，大致可分下述幾點： 

1. 經濟效益（總用水量具經濟規模嗎？）  

再生水在推動時，最令人關心的議題為「是否具經濟效益」？由於再生水的成本涉及處理水水質、水量

規模、配管的難易度、管路距離、管路密度及建設資金之籌措方式等多考量因子，並不易有明確的答

案；但依據工研院能資所節水服務團多年來輔導推動此類應用經驗，建置再生水處理系統若屬新建或重

建之建物，且已設置污水處理系統，則略增的再生水貯槽、管路等費用，與整體建造費用相較幾乎可以

忽略；至於再生水處理單元，若以日處理量30噸、進水水BOD及SS均為50ppm，處理後的再生水水

質則以BOD15ppm及SS10ppm為目標，則每平方公尺增加的建造費用約為100元（依建物別及規模而

定），每噸水的處理費用更操控在10元以內，即使以目前偏低水價評估，仍具備設置的魅力，未來隨

著水價的合理化及排污費的開徵，相信經濟效益將更為顯著，可行性自然不言可喻。有關單位水量建造

費用及操作費分析如圖1與圖2所示。 

圖1 建造費用單位成本分析（元/噸）  圖2 操作費用單位成本分析（元/噸）  

  



若以多大建築面積才能有效收集足夠的雜排水，供處理再生利用，依節水團過去輔導民生及公共大用水戶

的經驗推估，基本上以台灣的建築型態，其實建築面積大於15000平方米者就具效益了，其規模效益的相

關模擬如圖3及圖4所示。再反觀日本部份推動再生水的地方之規定如表1所示可以比較。  

  

圖3 建築物單位面積再生水建造成本分析圖 



 

2. 技術的成熟度 

若以目前再生水系統所需的處理設備而言，應該說技術都已齊配，且有關設備均己市場化普遍化，惟在

系統的規劃設計與組裝建置上，國內在觀念在與經驗上稍嫌不足。致於維護與操作管理上，若配合技術

昇級，自動化及無人化操作可搭配代營運與操作的服務簡單的克服。因此技術及相關機具設備的配套上

已稱得上非常成熟可行。  

3. 安全與衛生之設計 

基本上在符合相關再生水水質規定的系統設計之下，一般不應該還有水質衛生上的考量，若為以防萬一

採用連續式的滅菌設施，配合以合理貯水量的設計即可克服。惟使用再生水系統在施工或維護管理上必

須要有週全的安全措施，例如為了防止錯接的顏色管理與提醒標示，或為防止逆流的必要閥門設置等等

都是必須注意的小地方。  

三、有關雨水貯留利用的一些探討 

同樣以經濟效益、技術成熟與安全衛生設計來看，在新建建築物設置的雨水貯留利用系統較前述再生水

系統有更好的社會接受度。 所謂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亦即是將水文循環中的雨水以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

貯存，主要是以屋頂、地面集流為主，做為工業及民生用水之替代性補充水源、防火貯水與減低城市洪峰負荷



量等目標用途的系統。以建築物為主的雨水貯留設備（屋頂式），其主要目的是確保自己水源的穩定供應或形

成節水的效果，但是，對區域而言，除了具有供水的功能外，在防災、環境與利水也有相當的功效。因此，在

系統施設計畫擬定之初，必須具備總合性的雨水利用觀念。事實上，廣義性的雨水貯留利用是包括以人工方式

將雨水補注淺層地下水在內的。也就是必須配合基地保水的相關設備進行設計，方可達到最佳的設置效果。  

1. 經濟效益 

依據節水服務團輔導業界設置建築物雨水貯留系統之統計資料顯示，建築物設置雨水利用系統最大的成

本來源在於貯水槽的設置，由於系統供水量的大小取決於設置區域雨量的多寡及降雨的變異性，而需水

量的多寡取決於需求面的不同，不同區域所必須投入的成本也不一。圖5及圖6所示為南投及台中地區

案例設置成本分析例。 

  

圖5 以南投地區為例之雨水貯留設置成本分析 

  

圖6、以台中地區為例之雨水貯留設置成本分析  



圖6、以台中地區為例之雨水貯留設置成本分析  

 

於建築物建設時將雨水貯水槽設置於筏式基礎內，設置成本平均約在每噸水9.5-24元之間，降雨越平均

的地區設置成本越便宜。若貯水槽為另行開挖設置於地下，則平均設置成本在52元/噸左右。而操作成

本僅為電力成本，約在每度2.2至3.6元左右包含於上述設置成本內。使用筏基貯存雨水之設計，其雨

水平均建置成本較使用另行開挖或設置於地面方式之成本平均降低70%左右。  

2. 技術成熟度 

建築物(含建築基地)內納入雨水貯留系統作為替代水源並與現有供水系統進行聯合應用所需之技術人

力，必須由建築師整合包括水電專業、水處理專業從業人員或營造廠共同完成。藉由建築技術規則附擬

之建築技術規範作為設計參考以及在分工技術能力支援無虞下，本項工程之技術可謂相當成熟可行。  

3. 安全衛生之設計  

依據節水服務團近10年之研究，初期降雨對貯存之雨水水質有最大的影響，總括而言，初期降雨所含

之污染物約佔同一場降雨總污染物的85%以上。因此，在建築物雨水貯留系統中設計初期雨水排除設備

是必須的，而初期雨水之定義則建議為初期降雨之有效降雨1mm深度內之降雨量。  

 



有關管路及貯槽供水之細項安全設施，則與再生水系統大致相同。唯建築物雨水收集多以屋頂為主，除

收集區域為建築基地開放空間、或綠地等易帶入較多污染物與泥沙的收集面外，以初期雨水排除系統加

上簡易過濾設施（必要時再加上沉澱或沉砂設施）即可得到不錯的供水品質。並可考慮與再生水系統分

開供水標地來進行應用。  

四、結語 

雖然建築物的雨/再生水利用可提供的水量與大型水利工程建設所

能提供的水量比較，是杯水車薪微不足道的小數字，然在積少成多理念

下經由落實綠建築水資源相關指標後，以後每年由建築物的有效節約用

水的水量保守估計將可達2,700萬噸，儘管它比不上一座大型水庫的庫

容，但相較於新竹科學園區水源命脈的寶山水庫庫容卻有五倍之多，

2,700萬噸的水也是趨近於新竹科學園區所有高科技工廠一整年的取用

水量，況且這樣粗略的比較是還沒有再探究它對整環境生態與社會面的

效益下的比擬。相信建築技術規則有關綠建築專章的立法與推行對國內水資源的有效利用將造成深遠的影響，

建立節水型社會的願景又將往前邁進一大步。  

表2、初期雨水截留水質檢測記錄示意表 

取樣地點：工研院能資所24館 取樣檢測人員：李士畦、陳伯榕  

圖6、初期雨水截留的簡易設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