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 

G0005 臺中盆地 

 

 

 

 

 

 

 

 

 

 

 

 

 

 

 

 

 

 

劃定機關：經濟部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 

 

 

 

 



 

I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劃定計畫書 

G0005 臺中盆地 

 

目   次 

 

壹、 劃定依據 ........................................................................................ 1 

貳、 劃定目的 ........................................................................................ 1 

參、 範圍說明 ........................................................................................ 2 

一、劃定原則 ........................................................................................ 2 

二、位置圖............................................................................................. 4 

三、範圍圖............................................................................................. 6 

肆、 地質環境 ........................................................................................ 6 

一、地形與水系 .................................................................................... 6 

二、地質與構造 .................................................................................... 8 

三、地理與氣候 .................................................................................. 11 

四、水文地質架構 .............................................................................. 11 

五、地球化學分析 .............................................................................. 22 

六、地下水流場分析 .......................................................................... 28 

七、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 30 

伍、 參考資料 ...................................................................................... 35 

附件 1  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位置圖 1 幅 

附件 2  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範圍圖 10 幅 



 

II 

 

圖   目 

 

圖 1、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劃定流程圖 ............................................ 4 

圖 2、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位置圖 .................................... 5 

圖 3、臺中盆地及其周圍地形分區圖 .................................................... 8 

圖 4、臺中盆地與鄰近區域地質圖 ........................................................ 9 

圖 5、臺中盆地形成演化圖 .................................................................. 10 

圖 6、臺中盆地地表土壤分布圖 .......................................................... 12 

圖 7、臺中盆地地質井未固結沉積物粒徑比例分布圖 ...................... 13 

圖 8、臺中盆地水文地質剖面分布圖 .................................................. 15 

圖 9、豐洲－草屯水文地質剖面圖 ...................................................... 15 

圖 10、臺中盆地-北盆地分層觀測井水位歷線圖 ............................... 16 

圖 11、豐洲－名間水文地質剖面圖 .................................................... 16 

圖 12、盆地中心阻水層 T2 分布圖 ...................................................... 17 

圖 13、烏日－霧峰水文地質剖面圖 .................................................... 18 

圖 14、烏日、霧峰分層觀測井水位歷線圖 ........................................ 18 

圖 15、烏日觀測井附近之二維地電阻測線施測反演算影像圖 ........ 20 

圖 16、霧峰觀測井附近之二維地電阻測線施測反演算影像圖 ........ 20 

圖 17、烏日至霧峰地區之二維地電阻測線與淺部泥層範圍圖 ........ 21 

圖 18、臺中盆地地下水溶氧濃度分布圖 ............................................ 23 

圖 19、臺中盆地地下水氚濃度分布圖 ................................................ 25 

圖 20、臺中盆地雨水、地下水、地表水氧同位素組成分布圖 ........ 27 

圖 21、臺中盆地地下水層 F1 平均水位分布圖 .................................. 29 

圖 22、水文地質架構幾何概念評估補注邊界示意圖 ........................ 31 

圖 23、臺中盆地內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釐定邊界圖 .................... 32 

圖 24、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圖(未經地籍資料編修) ..... 33 

 

 



 

III 

 

表   目 

 

表 1、臺中盆地地下水系統分層架構表 .............................................. 22 

表 2、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邊界評估表 .......................................... 31 

表 3、臺中地區地下水補注量評估彙整表 .......................................... 34 

表 4、臺中盆地地下水主要補注區面積及補注量統計表 .................. 34 

 

  



 

IV 

 

 



 

1 

壹、 劃定依據 

「地質法」於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行政院院臺經字第

1000056389 號令發布定自 100 年 12 月 1 日施行，依據地質法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

之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變更及廢止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地質法第五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

及廢止辦法」，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4 日經濟部經地字第 

1020460590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4 條，自發布日施行。其中第二條

「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質敏感區，

包括以下各類：一、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二、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

區。三、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四、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五、其

它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為

其第二類；另依據該辦法第四條「地下水補注區指地表水入滲地下地

層，且為區域性之地下水流源頭地區，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並經

中央主管機關劃定者為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一、為多層地下水層

之共同補注區。二、補注之地下水體可做為區域性供水之重要水源」

之規定，對地下水區進行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劃定工作。 

臺中盆地為一構造盆地，盆地內沉積物來源主由古大甲溪與烏溪

沖積而成，形成區域性的複合沖積扇，地下水層為礫石及粗砂組成，

透水性佳，除盆地中心存在區域性阻水層外，其他地區的河水、雨水

易入滲補注各地下水層，且補注之地下水體可作為區域性供水之重要

水源，因此將其劃定為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貳、 劃定目的 

臺灣地區民國 88 年至 97 年之年平均用水總量約 179.5 億立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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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其中由河川引水供應 80.3 億立方公尺(45 %)，地下水抽用量 55.9

億立方公尺(31 %)，水庫供水 43.3 億立方公尺(24 %)；由此可知，地

下水供水量為水庫供水量之 1.3 倍，亦為臺灣地區之重要飲用水水源，

足見地下水資源之重要性(經濟部水利署, 2010)。 

經評估臺中盆地年平均地下水補注量約為 6.63 億立方公尺為大

臺中地區供水的重要水源之一，地下水補注敏感區所補注之水量為

5.86 億立方公尺。鑑於臺中盆地的區域水文地質特性，經濟部水利署

於 96 年起執行「臺中盆地做為地下水庫可能性之探討」先期計畫，

評估將臺中盆地規劃為地下水水庫之可能性大致樂觀；續於 98 年執

行「臺中盆地地下水資源利用調查評估」計畫，以研擬臺中盆地下水

開發策略及進行地下水開發工程規劃。 

地下水補注區為地下水之水源地，地表易於入滲且連通至各地下

水層，由此處入滲之雨水或河水，將補注至各地下水層。因此，為了

保護珍貴的地下水資源，維持穩定的補注量並防範汙染，應將主要之

地下水補注區，劃定為地質敏感區以加強保育，由地質法第六條規定，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地質敏感區相關資料，納入土地利用計畫、

土地開發審查、災害防治、環境保育及資源開發之參據；以及第八條

規定土地開發行為涉及地質敏感區者，應於申請開發前，進行基地地

質調查及安全評估，以管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行為，避免地下水補注

量減少或水質惡化，促進地下水資源之永續利用。 

參、 範圍說明 

一、 劃定原則 

關於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的劃定流程(圖 1)，包括資料蒐集彙

整、劃定地質邊界及劃定敏感區範圍等三個階段，最後撰寫劃定計畫

書(含範圍圖及位置圖)。 

(一) 資料蒐集彙整 

蒐集相關文獻研究，釐定水文地質架構及地下水流網，依盆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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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南北主要河川、西側臺地稜線及東側丘陵與盆地交界線，圈繪臺

中盆地地下水區邊界範圍。 

(二) 劃定地質邊界 

由水質特徵特性確認地下水流源頭區，依據水文地質架構確認地

下水層及阻水層分布情形，再綜整補充水文地質調查資料，如地球物

理探測及地質鑽探結果，初步劃定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的地質邊

界。 

(三) 劃定敏感區範圍 

結合地籍系統，參考近期地籍圖編修地質邊界線，其原則為將地

質邊界範圍內涵蓋之完整地段全部劃入，屬於部分涵蓋之地段，則排

除地質邊界線上之宗地，最後依照地質邊界中所包含之所有完整宗地

外圍界址線圈繪，據此劃定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最終邊界範圍，

有利於後續土地行政管理。參考地籍資料編修地質敏感區之原則如

下： 

 

 

1. 依照地質邊界範圍內所完整包含之宗地全部劃入。 

2. 位於邊界線上部分涵蓋之宗地一律排除，若此類排除之宗

地屬於不規則形狀，內部包圍其他畸零地塊者，亦同時移

除。 

3. 河道或水路類無地號編訂之公有土地，以既有界址點或交

界處可辨識之空間點作為截切控制。 

4. 狹長形或其他特殊形狀之道路、溝渠、田地、建地等宗地

則選用既有界址點作為截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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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劃定流程圖 

 

二、 位置圖 

臺中盆地為臺灣中部之地下水區，行政區域涵蓋臺中市、南投市

與彰化縣之部分區域。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係符合地表

水入滲地下且為多層地下水層之共同補注區之區位者，除盆地中心存

在區域性的阻水層外，其餘區位皆符合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條件，

包括臺中市之神岡區、豐原區、大雅區、潭子區、龍井區、西屯區、

北屯區、南屯區、大肚區、烏日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中區、

大里區、太平區、霧峰區；南投縣之草屯鎮、南投市、名間鄉及彰化

縣之彰化市、芬園鄉 (圖 2)，十萬分之一比例尺位置圖請參見附件

1。 

研擬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劃定計畫書 

地下水區水文地質調查 

資料蒐集彙整 

以地籍資料編修補注區地質
邊界，完成地下水補注地質

敏感區範圍劃定 

地下水補注
量估算 

依水文地質架構、地下水流
網源頭區及水質特徵特性，
地球物理調查資料，初步劃
定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地

質邊界 

彙整補充水文地質調資料，
劃定補注區地質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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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比例尺：1/100000) 

圖 2、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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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範圍圖 

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範圍圖之成圖比例尺採二萬五

千分之一，以內政部出版的二萬五千分一地形圖第三版作為底圖進行

套繪，共涵蓋清水、后里、沙鹿、臺中市、彰化、霧峰、員林、南投、

田中及竹山等 10 幅，面積約為 446 平方公里，請參見附件 2。 

肆、 地質環境 

一、 地形與水系 

(一) 地形 

臺中盆地位於后里、大肚山與八卦臺地及豐原丘陵之間，由大甲

溪與烏溪聯合沖積而成，主要可分為豐原、太平與烏溪沖積扇，為臺

灣西部晚新生代沉積盆地的一部份，如圖 3 所示。地勢方面，臺中

盆地南北兩側較高，順著河流往盆地中心較低，其南北縱長約 45 公

里，東西向寬度於北端豐原附近約為 10 公里，中央近烏日匯流口至

太平約為 15 公里，係盆地內最寬之處，而南端逐漸銳減，至濁水溪

北岸之名間鄉則僅約為 1 公里。 

烏日匯流口至霧峰連線，為臺中盆地中心地勢最低處，可將盆地

區分為北、南兩盆地，因缺乏水文地質資料，西側主以臺地稜線，東

以盆地和丘陵區之地層交界處，北以大甲溪、南以濁水溪北岸高區為

臺中盆地地下水區之邊界，以地形來劃定邊界之位置，臺中盆地地下

水區總面積約 560平方公里。 

(二) 水系 

臺中盆地屬於烏溪流域下游區段，其盆地南側有貓羅溪，而盆地

北側有筏子溪、旱溪、頭汴坑溪與大里溪等溪流匯入，其北邊則以大

甲溪為界，各主要河川集水區詳細說明如下： 

1. 烏溪 

烏溪發源於中央山脈合歡山西麓，為臺灣第六大河川，流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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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平方公里，主流長度 119 公里；烏溪流至彰化縣芬園鄉，有貓

羅溪匯入，於臺中縣烏日鄉，有大里溪及筏子溪匯入，再經大肚臺地

與八卦臺地間後，流入臺灣海峽。 

2. 筏子溪 

筏子溪流域面積 136 平方公里，位於臺中盆地的西側，為大里溪

的支流，係一條平地河川，河床十分寬淺，原來主要功能為提供農田

灌溉用水和排水，流經豐原區、神岡區、大雅區，一路南流匯集了大

肚山東麓各野溪及農田的排水，經西屯區、南屯區後，於烏日區匯入

烏溪。 

3. 大里溪 

大里溪流域面積 394 平方公里，為烏溪下游右岸主要支流，大里

溪主流大坑溪發源於臺中市北屯區，向西流至各支流匯合處，始稱大

里溪；最後進入烏日鄉先後納旱溪及筏子溪，並匯入烏溪。 

4. 貓羅溪 

貓羅溪流域面積 370 平方公里，為烏溪下游左岸最大支流，貓羅

溪源於南投丘陵，上源有樟平溪與平林溪，二溪並行橫貫中寮鄉，流

經南投市在小溪橋附近相會；沿著八卦臺地的東麓北流，在營盤口附

近流入草屯鎮與芬園鄉，於芬園鄉茄荖村納隘寮溪，再流經臺中市烏

日區，最後在快官附近注入烏溪。 

5. 大甲溪 

大甲溪全程皆在臺中市，全長約 124 公里，流域面積 1236 平方

公里。本溪水量豐沛，為臺灣水利蘊藏最豐富之河流，可供發電、灌

溉、飲用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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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中盆地及其周圍地形分區圖 

二、 地質與構造 

臺中盆地位於雙冬斷層與車籠埔斷層等逆衝斷層系統之前陸盆

地區域，鄰近的地層有：(1)大茅埔-雙冬斷層以西至車籠埔斷層之間，

出露地層包括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之錦水頁岩、卓蘭層、頭嵙山層，

以及更新世之後的紅土臺地堆積層、階地堆積層與現代沖積層。由於

岩層膠結較差，故呈現較平緩的丘陵地形。(2)車籠埔斷層以西至大肚

－八卦臺地之間，其出露地層除大肚臺地及八卦臺地附近為更新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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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土臺地堆積層外，盆地內主以沖積層為主。此外，於流域中較大支

流亦可見階地堆積層與沖積層，區域地質圖如圖 4 所示。 
 

資料來源:數值地質圖(中央地質調查所,2000) 

圖 4、臺中盆地與鄰近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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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盆地之演化 

臺中盆地的形成與新生代晚期的蓬萊造山運動有密切關係，由於

菲律賓海板塊由東南向西北方向碰撞上歐亞大陸的邊緣，使得花東縱

谷西側的地層被推擠。  

大約在 3 百萬年前，中段雪山山脈隆起，同時造成前緣的西部麓

山帶山脈形成褶皺山脈與凹陷的前陸盆地，臺中盆地就屬於凹陷的前

陸盆地。約 1 百萬年前雙冬斷層急劇的活動，約 70 萬年前車籠埔斷

層形成，西緣形成臺中盆地，約 50 萬年之後，臺中盆地西側形成彰

化斷層(陳文山等, 2000)。 

臺中盆地東到車籠埔斷層，西到大肚、八卦臺地東麓，北到大甲

溪，南到濁水溪。 

 

 

 (改繪自陳文山等, 2000)  

圖 5、臺中盆地形成演化圖 

 

(二) 盆地地層概況 

臺中盆地是以構造褶曲作用形成的背負盆地，上覆第四紀的沉積

物，依據前人研究及中央地質調查所鑽深岩心結果顯示，盆地內探井

所遇地層全為陸相環境沉積，主要是屬於沖積扇及辮狀河的沈積體系，

由河道、溢岸堆積或洪泛堆積物所組成(翁健三，2009)。 

大肚、八卦臺地在臺中盆地西側出露，地層以頭嵙山層為主，向

東傾沒入盆地中，應是構成盆地深部地下水層之主要地層，盆地淺部

主為礫石沖積層與下伏地層呈不整合接觸，數十公尺厚之現代沖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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礫石粒徑大，排列疏鬆，構成臺中盆地淺部地下水層之主要地層。計

畫分析鑽探 220 公尺之深度內，只鑽遇更新世頭嵙山層礫岩相上部及

現代沖積層。 

三、 地理與氣候 

臺中盆地位於臺灣中部，屬於亞熱帶氣候，根據中央氣象局 102

年氣候年報，當年度臺中年平均氣溫為 23.6 度，其中 2 月平均氣溫

19.4 度，12 月平均氣溫 17.1 度。年總雨量為 2,133 毫米，其中 8 月

總雨量 763 毫米；6 月總雨量 72.6 毫米。年總雨日為 140 日，其中

12 月有 15 個雨日，2 月有 2 個雨日較氣候值 9.2 日少 7.2 日。 

四、 水文地質架構 

(一) 地表岩性分析 

礫石為沖積扇及瓣狀河道堆積物，以各主要河流進入臺中盆地處

為中心，河流由山區搬運來的礫石呈放射狀向盆地分布；沖積扇末端

礫石層漸少而呈條帶狀，顯示舊河道之位置及其變遷之頻繁，條帶狀

礫石結束處常由帶狀砂層接續向下游展延，此類陸相礫、砂質材料填

滿盆地，構成巨厚的地下水層；礫石和砂層分布區以外為泥層所被覆，

為溢岸堆積或洪泛堆積物，構成臺中盆地表廣布的阻水層。 

為瞭解臺中盆地表層岩性分布情形，並據以展現古沖積扇系統之

分布狀況，採用農業試驗所於民國 97 年公告的平地土壤圖，共分 4

層，分別為地表下 0 至 30 公分、30 至 60 公分、60 至 90 公分及 90

至 150 公分(圖 6)，表層土壤種類將決定地表水入滲至地下水層的難

易度。 

將各層土壤的質地依沈積物粒徑分級，歸併成 4 類岩性：礫石、

粗砂、砂、泥(含黏土)。資料中屬於混合區、雜地及裸岩，則參考現

生河道分布狀況資料填補；少數未調查區域則以空白表示。本計畫疊

合分析 4 層表層土壤種類分布，4 層中 3 層以上為泥質者，定為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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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水層 T1，其餘則因含砂、礫成分較高，透水性相對佳。 

 

(資料來源：農業試驗所, 2008) 

圖 6、臺中盆地地表土壤分布圖 

(二) 水文地質分析 

礫石和粗砂因顆粒較大，主要沈積於沖積扇頂及瓣狀河道之中，

可形成透水性佳之地下水層；陸相沉積之泥和細砂常分布於平緩地區，

為洪水泛濫期之沖積物，可能形成局部阻水層。 

依本所於 94、97年度於臺中盆地之地質鑽探、地層分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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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計畫對於沖積層之分布研究成果，並參考水利署建置的水位

觀測井於 98至 103年期間的水位觀測資料，比對不同觀測井之間的

水位連動關係繪製 3個水文地質剖面圖。岩心之未固結沉積物可依據

粒徑歸納成：(1)礫石層、(2)極粗、粗及中砂層、(3)細及極細砂層、

(4)粉砂、泥及黏土層等 4類，以建置其水文地質架構，前 3類為良

好的地下水層，而粉砂、泥及黏土層透水性較差，屬於阻水層。 

盆地內岩心經上述統計後，可分別各種粒徑所佔岩心之比例，臺

中盆地泥質分布較多的區域，主要分布於盆地中心烏日、霧峰一線，

其餘則多以礫石岩類為主，所佔比例高達 90%。 

 

圖 7、臺中盆地地質井未固結沉積物粒徑比例分布圖 

水文地質剖面分布位置如圖 ，包括盆地西側的豐洲－草屯剖面

(圖 9)、盆地東側的豐洲－名間剖面(圖 11)，以及盆地中心最低處的

烏日－霧峰剖面(圖 13) 。 

1. 豐洲－草屯剖面 

由鑽井資料顯示盆地地下 200m 內多由礫石組成，淺層(50m 以

內)由較粗之礫石組成，深部地層礫石粒徑有變細之趨勢，往烏日一

帶深部地層開始有礫石質粗砂及少數之泥層出現，再往南至草屯泥層

又消失。 

檢視北盆地內 4 站水利署建置之分層觀測井水位(圖 10)，由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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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分別為四張犁、啟聰、中山及大里，其淺、深層觀測井濾管深度皆

有 70 公尺以上之區隔，可看出同站之分層觀測之水位高程一致差異

極小，僅地勢低的大里站深層水位略高於淺層，但深淺水位歷線仍呈

同步的變化。顯示北盆地其區域地下水層極為連通，地下水流場由北

往南流動。 

2. 豐洲－名間剖面 

北盆地範圍水文地質條件與豐洲－草屯剖面一致，霧峰井仍以礫

石層為主而間夾數層泥層，往南盆地草屯—名間剖面則在淺層地層有

顯著之泥層出現，但深部地層仍以礫石或礫石質粗砂為主。參考早期

台糖 4 口生產井資料顯示，在草屯至南投間之淺層地層(30~50m 內)，

有顯著之泥層出現，但深部地層仍以礫石或礫石質粗砂為主。南盆地

屬烏溪水系，受烏溪及貓羅溪之補注，地下水呈東南流向西北。 

3. 烏日－霧峰剖面 

烏日－霧峰剖面為盆地中心地勢最低處，厚層泥層主要出現在地

表下淺部 50公尺及深部 100公尺二處，檢視其分層觀測井水位發現，

深井觀(2)水位比淺井觀(1)水位高出 5 至 8 公尺(圖 14)，且已高出地

表而呈自流狀態，經「(三)地球物理調查」及 104 年度 5 孔補充地質

調查後確認烏日、霧峰兩處淺部泥層為局部分布，同時確定深部泥層

T2 廣泛分布於盆地中心(圖 12)，具有隔絕上下地下水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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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臺中盆地水文地質剖面分布圖 

 

 

 

圖 9、豐洲－草屯水文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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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臺中盆地-北盆地分層觀測井水位歷線圖 

 

 

 

 

圖 11、豐洲－名間水文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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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盆地中心阻水層 T2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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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烏日－霧峰水文地質剖面圖 

 

 

觀測井(2)水位高於觀測井(1)，且呈自流 

圖 14、烏日、霧峰分層觀測井水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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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球物理調查 

1. 調查目的與方法 

依據前節水文地質剖面分析，厚層泥層主要出現在盆地中心烏日

－霧峰剖面地表下約淺部 50 及深部 100 公尺處，為研判泥層側向分

布情形。首先於地下水觀測井附近進行施測，並比對電性地層與觀測

井鑽鑿時的岩心紀錄，決定本區沉積物岩性與電阻率之關係；其次再

分段佈設測線施測，以夾擠方法，找出高電阻率的礫石地層與較低電

阻率的泥砂質地層之大致交界位置，本計畫先檢視烏日、霧峰鑽井資

料，再於此兩井間重點區域佈設二維地電阻測線。 

2. 二維地電阻調查 

一般而言礫石層具有較高之電阻率(約 10~100 Ohm-m)，而泥層

則電阻率極低(約 1~10 Ohm-m)，由於岩類的電性差異，因此可由地

電阻剖面上辨識出礫石與泥層分布之情況，配合既有之鑽井資料，可

以協助判斷欲追蹤目標層之延伸範圍，以二維地電阻方法進行施測，

圖 15 為位於烏日觀測井附近之二維地電阻測線施測結果，大部分的

測線，均呈現電阻率高於 100 Ohm-m 以上的高阻地層(紅色為高電阻、

藍色為低地阻)，根據前述原則，此一高電阻率反映地層應以礫石組

成為主。西側靠近烏日一帶，僅有接近烏日之 RIP08 與 RIP14 測線，

在深度 30 公尺至 70 公尺範圍，存在有一層 30 Ohm-m 以下的較低電

阻率地層，與烏日觀測井柱狀圖比對，此一低電阻率地層可以對比至

相當深度之泥質地層。由於低電阻率的地層僅侷限於 RIP08 與 RIP14

一帶，較外側的測線結果均為電阻率較高的礫石質地層，因此判斷泥

質地層僅分布於烏日觀測井附近，並未向東延伸至較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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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烏日觀測井附近之二維地電阻測線施測反演算影像圖 

圖 16 為位於霧峰觀測井附近之二維地電阻測線施測結果，除了

在位於霧峰觀測井南測的 RIP10 測線，測線中在約 20-50 公尺深處，

存在有電阻率低於 30 Ohm-m 的泥質地層，而此一泥質地層尖滅於

RIP10 測線中段之外，其他測線反演算剖面，均呈現電阻率高於 100 

Ohm-m 的礫石地層反應。也顯示霧峰觀測井附近分布於 20 公尺深度

附近較厚層泥質地層，僅局限於 RIP10 測線的東側，而泥層的分布界

線則通過 RIP10 測線的中段。 

 

圖 16、霧峰觀測井附近之二維地電阻測線施測反演算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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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施測結果，臺中盆地沿大里溪東西方向，在地表下 50 公尺

深的範圍內，泥層僅局部存在烏日及霧峰一帶，延伸範圍不廣，而烏

日到霧峰間的區域多為礫石層所分布，如圖 17 所示。 

 

圖 17、烏日至霧峰地區之二維地電阻測線與淺部泥層範圍圖 
 

(四) 水文地質架構 

依據地表岩性與水文地質剖面分析結果，將臺中盆地的地下水系

統，劃分成 2 個阻水層(T1、T2)與 2 個地下水層(F1、F2)，並以烏日

至霧峰連線為界，將盆地區分為北盆地、南盆地兩區，以利後續分區

描述特性之用，臺中盆地地下水系統分層架構如表 1。 

由地表岩性資料顯示，除河道外盆地地表普遍存在著風化但不連

續的薄泥層 T1，可阻礙地表水入滲地層降低其補注效率，南盆地 T1

泥層出現頻率比北盆地高；由剖面分析得知 T1 以下為分布盆地全區

地下水層 F1，岩性以礫石為主，厚達 70 公尺以上，偶含泥層凸鏡體

間夾於地下水層中，如於烏日及霧峰地表下 40 公尺內存在厚泥層即

為代表；另在盆地中心處 70 公尺以下出現一層厚度較大且分布較廣

的泥層將其命為 T2 層，其下地下水層為 F2，因本計畫鑽探深度未貫

穿 F2，其底部位置未能確認，F2 的地下水位常高於地表呈自流現象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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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臺中盆地地下水層極為發達，厚度大且延展遍布全區，

阻水層則覆蓋於地表或間夾於地下水層中，其厚度遠小於地下水層，

地下水層僅於盆地中心深處顯著被 T2 分隔成 F1、F2，往北及南側則

沒有阻水層阻隔。 

表 1、臺中盆地地下水系統分層架構表 

 

 

五、 地球化學分析 

(一) 地下水溶氧 

水中之溶氧主要來自大氣，未受污染之地面水，在 25 ℃左右之

溶氧濃度約 8 mg/L(Mc Neely et al., 1979)；地下水層中之溶氧係由地

表入滲水帶入，當地表水入滲補注地下水後，漸往深處或下游滲流，

因阻水層的封閉及微生物作用，溶氧漸被耗盡。 

臺中盆地地面水普遍含有溶氧，濃度約 4.40 至 5.87mg/l。地下水

也普遍含有溶氧(圖 18)，除了烏日、草湖及霧峰等站無溶氧(濃度<0.5 

地下水系統分層架構 
（地下水層 F，阻水層 T） 

地層 
烏日－霧峰為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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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其餘各井皆有存在。盆地內的深層觀測井水樣亦都含溶氧，例

如四張犁、中山，溶氧濃度為 1.82 至 3.61 mg/l，顯示淺層和深層間

有連通。 

 

圖 18、臺中盆地地下水溶氧濃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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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下水氚濃度 

氚為一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 12.43 年，天然氚由宇宙線之中子

撞擊大氣層中之氮原子而成，並與氧結合成氚水分子；大氣之氚呈一

穩定的濃度值，臺灣地區大氣及降雨含氚之背景平均濃度約 3.0 

TU(1TU 表示氚／氫比為 10
-18

)；由於 1952 年到 1962 年間進行之大

氣層熱核爆試驗，使大氣及雨水氚濃度從 1953 年起開始急速上升，

並於 1963 年到達最高約 600.0 TU(Yu et al., 1998)。假設 1952 年前入

滲補注之地下水背景值 3.0 TU 至 5.0 TU，於 1995 到 1998 年間取樣

分析，因為經 40 多年的衰退，氚濃度約 0.3 TU 到 0.7 TU。 

地下水的氚濃度及其變化主要取決於補給來源、水文地質架構、

埋藏條件及水循環強弱等。淺層地下水屬於較新的循環水，常含有一

定數量的氚，而深層承壓水屬於較古的停滯水，一般不含或含極少量

氚 (< 1 TU)。在同一地下水系統，地下水的氚濃度一般隨地下水層埋

藏深度增加而減少。 

臺中盆地地層除烏日與霧峰為礫石夾厚泥外，其他井位多為礫石

層，所鑿設觀測井深度 200 公尺內之水樣，除霧峰(2)外，氚濃度皆大

於 1TU(圖 19)，顯示盆地內的地下水皆為 1952 年後所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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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臺中盆地地下水氚濃度分布圖 

(三) 氫氧穩定同位素分析 

從海水蒸發到內陸降水的作用過程，連續的同位素分化作用是造

成地表天水中氫氧同位素組成變化的原因。由於此作用過程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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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發和冷凝的同位素平衡條件下，大氣降水中的氫和氧同位素分布就

存在一特定關係。針對雨水、地表水及地下水進行採樣，將水樣標本

利用液態水同位素分析儀分析，同時測定水樣之氫、氧穩定同位素，

以δD 及δ18
O 分別代表水樣相對於標準海水(Standard Mean Ocean 

Water, SMOW)的氫、氧穩定同位素組成，可據以了解臺中盆地內天

水與地下水間之水文關聯性，分析調查區內地下水之可能來源。江崇

榮與汪中和(2002)研究指出，氫與氧穩定同位素用於釐定地下水補注

源時其結果相符，本計畫書應用氧穩定同位素資料來探討。 

分析資料顯示臺中盆地雨水δ18
O 平均值枯水期為-2.5‰、豐水期

為-6.5‰，地表水部分源流於高山集水區之大甲溪及烏溪，大甲溪δ18
O

平均值其枯水期為-10.5‰、豐水期為-11.3‰；烏溪δ18
O 平均值其枯水

期為-8.9‰、豐水期為-10.0‰；地下水部分北盆地的氧穩定同位素值普

遍輕於南盆地，如豐洲、潭子、泰安、四張犁觀(1)之地下水的氧同位

素組成，δ18
O 值在-9‰至-9.4‰之間，顯示其組成與δ18

O 值較輕的大

甲溪溪水較為相關；烏日(1)大里(1)一帶及南盆地的地下水δ18
O 值

則分布在-8.2‰至-7.5‰間，受烏溪的影響比例較大(圖 20)。 

(四) 地球化學分析成果 

盆地地下水地球化學分析成果顯示，除盆地中心因有阻水層 T2

分布，而出現水體溶氧、氚濃度低於偵測濃度外，地下水中普遍存在

相當的濃度，顯示由陸相沉積相組成的臺中盆地，因地下水層主由礫

石組成，含有機質少、流通性佳，含溶氧和氚之地表水入滲補注地下

水後，將往深處或下游滲流廣布於地下水層中；在氧同位素方面也因

盆地中心有阻水層 T2 的分布，使烏日、大里站之觀 (1)與觀 (2) 的

氧穩定同位素有明顯分層，此結果也驗證了前述水文地質架構的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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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中興大學, 2008) 

圖 20、臺中盆地雨水、地下水、地表水氧同位素組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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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地下水流場分析 

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曾在臺中區域之地下水調查研究

報告指出，大甲溪為豐原沖積扇形成的主力，對臺中盆地北半部之地

質與地下水，具有重要關係；溪水直接、間接成為盆地北部地下水天

然補注源；烏溪進入臺中盆地後，形成大規模的沖積扇，由於烏溪為

盆地中最大河流，而沖積扇之岩性組合又利於河水、雨水之滲透，故

成為盆地南半部地下水最大之天然補注水源(水資會，1975)。 

臺中盆地地下水觀測井建置及相關試驗報告中，彙整地下水觀測

井共 23 站之水力參數、井頂高程及濾水管位置等資料，而連續觀測

的水位紀錄則引用自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水資源管理供應系統」。臺

中盆地的地下水層 F1 地下水位，北盆地呈北高南低，地下水由北向

南流(圖 21)，豐原、潭子地區地下水面約在地表下 50m 深，大里、

霧峰地區約在地表下 10-20m 深內；南盆地呈南高北低，地下水由東

南往西北流，名間地區地下水面約在地表下 20m 深，草屯地區約在

地表下 17m 深內。 

由地下水位分布情形，可指示地下水流網中的主要補注源與流動

方向，本區主要的補注源流為臺中盆地北側邊界的大甲溪，東側由山

區流入盆地的烏溪，東側丘陵區的溪流為次要補注源。地下水流往盆

地中心地勢低處匯流，烏日-霧峰連線一帶為地下水流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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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利署水文水資源管理供應系統，103 年 9 月) 

圖 21、臺中盆地地下水層 F1 平均水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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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一) 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範圍 

綜合前述鑽探岩心、水文地質架構及地球化學資料，推估臺中盆

地主要阻水層 T2 分布在盆地中心一帶 ，其餘區域則各地下水層上下

連通，其上之降雨、河水之入滲均能造成地下水之補注，符合成為地

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的條件，依據地質法來進行敏感區之劃定。 

盆地中心一帶根據鑽探岩心資料可知，烏日、大里與霧峰站深部

有厚泥層分布，此外，本區為盆地內主要沖積扇扇尾交會之區位，地

形由四周向烏日隘口傾斜，故泥層尖滅的分布符合圖 22的幾何架構。

若以烏日站為下游參考點，其地表下 101 至 138.4m 細砂與泥所構成

的 T2層，厚度約為 37.4m，分別與其上游處新增鑽孔之DH01至 DH05

站進行對比與評估。 

根據表 2 可知，北側補注區邊界中，烏日站至 DH01 與 DH02

站的評估邊界，皆座落於等高線約 45m 處，因此北側邊界可由西至

東依據等高線 45m 經過修正點；往東之大里站有 T2 存在而東北側太

平站無 T2 存在，故補注邊界沿著頭汴坑往東北側延伸，在經過大里、

太平兩站之間至盆地東側之地下水區邊界終止。 

南側邊界中，烏日站至 DH03 站的評估邊界，座落於等高線約

55m 處，而 DH04 與 DH05 鑽探至近 100m 處仍有泥層分布，故兩站

依據等高線 55m 進行修正，其泥層厚度回推則約有 9m 與 13m。南側

補注區邊界約於八卦山東側彰化芬園鄉沿著地形等高線約 55m，往東

北方向沿著烏溪沖積扇 55m 等高線至東側之地下水區邊界終止。 

依據上述結果釐定盆地中心阻水層 T2的分布範圍如圖 23所示，

範圍內之分層觀測井有烏日、霧峰、大里三站，其地下水位及水質之

地球化學特徵皆有明顯分層之現象，5 孔補充鑽探(DH01-05)鑽穿深

部 T2 層地下水皆能自流至地表，阻水層 T2 有效將盆地地下水層分

隔為其上的 F1 與其下的 F2 兩層。釐定阻水層 T2 於盆地中心的南北

分布範圍，劃出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地質邊界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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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檢視臺中盆地內的地下水流場，地下水流由地勢高區往盆地中

心地勢低處匯流，烏日-霧峰連線一帶在臺中盆地地下水系統位處於

地下水流出區位，故予以排除在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之範圍外。 

 

圖 22、水文地質架構幾何概念評估補注邊界示意圖 

表 2、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邊界評估表 

場址 
泥層區段

(m) 

泥層厚

度(m) 

場址與

烏日站

之距離

(m) 

評估的邊

界至 DH

場址距離

(m) 

評估的邊

界至烏日

站距離

(m) 

備註 

      北側補注區邊界 

DH01 樹子腳 69.5 79.35 9.85 2271 812  3083  邊界座落等高線 45m 處 

DH02 田寮 68.6 81.4 12.8 4666 2428  7094  邊界座落等高線 45m 處 

      南側補注區邊界 

DH04 四德   9 6548 2075  8623  
100m 下還有泥，故依據等高

線 55m 修正泥層厚度 

DH03 東園 93.3 97.5 4.2 7510 950  8460  邊界座落等高線 55m 處 

DH05 溪尾   13 6992 3725  10717  
100m 下還有泥，故依據等高

線 55m 修正泥層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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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臺中盆地內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釐定邊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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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圖(未經地籍資料編修) 

(二) 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量 

歷年有關臺中盆地地下水補注量的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3(能邦公

司，2000；水利規劃試驗所，2011)，以未經地籍資料編修的臺中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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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下水補注敏感區範圍，使用 98 至 103 年之地下水位觀測資料與

降雨量觀測資料為基礎，以地下水水位歷線法進行水平衡分析。 

以水位歷線分析法(江崇榮，2004)進行地下水補注量估算，根據

圖 24 之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將臺中盆地區分為地下水主要補注

區及非補注區，依徐昇氏網格法分別計算各觀測井之控制面積，並以

水位歷線分析法進行地下水補注量估算(國立交通大學, 2015)，估算出

此評估範圍內地下水平均年補注量約為 5.86 億立方公尺(北盆地:4.80；

南盆地:1.06)，各佔整體 72.4%與 16.1%，佔臺中盆地地下水平均年補

注量 6.63 億立公尺的 88.4%(表 4)。 

表 3、臺中地區地下水補注量評估彙整表 

補注量 

(億噸/年) 

年份 

(民國) 

分析範圍 分析方法 執行單位 

2.76  81  臺中地區 水收支平衡 水資會 

2.02  

 
89  

臺中地區 垂直入滲法 

(中國水力電力部  

建議參數)  

水資源局 

5.55  

 
89  

臺中地區 垂直入滲法 

(陳尚、李德茲建議

參數)  

水資源局 

6.68  96  臺中盆地 綜合分析 水規所 

2.33  98  臺中盆地 水收支平衡 水規所 

2.62  99  臺中盆地 數值模式 水規所 

 

表 4、臺中盆地地下水主要補注區面積及補注量統計表 

 面積(km
2
) 補注量(10

6
m

3
/yr) 

(1)臺中盆地全區 559.92  663.35  

(2)主要補注區(南盆地) 203.09  106.49  

百分比:(2)/ (1) 36.27% 16.05% 

(3)主要補注區(北盆地) 267.71  479.96  

百分比:(2)/ (1) 47.81% 72.35% 

(2)+(3)主要補注區(全區加總) 470.80  586.45  

百分比:(2)+(3)/ (1) 84.08% 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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