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大坪頂台地及埔里鎮合成社區環境空拍照片

下 埔里大坪頂台地開墾及灌溉變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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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維廷、張光耀、邱亭瑋

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西北方的大坪頂，因

為地形是一大片平坦的台地而得名，此處海

拔高度介於550～750公尺之間，農作面積約

為624公頃，區內人口約600戶。

在清末及日治時期，大坪頂多以種植甘

蔗為主，因戰爭及國際糖價降低，製糖產業

沒落，農民改種樹薯、牧草或紅茶等作物。

至民國45年因擴建公館機場(清泉崗機場)而
徵收臺中大肚臺地，並將其中3百多戶疏開

至本區。因原有作物利潤較低，疏開的居民

開始改種蔬果，其中又以蘿蔔、絲瓜及苦瓜

等為主，使大坪頂成為夏季蔬菜產地。

到了民國70年代，政府決定將百香果推

廣到較不受颱風影響的中部地區，隨著吊網

採收的技術發展，加上適宜的氣候條件，大

坪頂農作區就此形成全台最大的百香果生產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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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頂耕作困境及轉捩點

在氣候條件正常的情況下，百香果每公

頃一年可生產約30~60噸，並帶來約200～
400萬元的產值。然而，大坪頂因位於台地

上，引水困難，且過去屬於農田水利會灌區

外，長期無政府照顧服務，一直存在著灌溉

水源不穩定以及農民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取

得灌溉用水的問題，若遇到乾旱，則產量與

品質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三代都在大坪頂耕作的青農，現擔任大

坪頂蔬果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的杜繏易理事

長說：「從爺爺、父親到他現在這一代，灌

溉水源一直不足，作物品質也不佳，造成百

香果每公頃產量不到正常產量的1/3……」。

在地百香果農蔡明煌曾說：「聽我阿爸

說在阿公的時代，農地想要灌溉，要用牛車

從河邊一桶一桶的載回來，到我阿爸的時代

就方便一點，可以用鐵牛車載水，也可以跟

水車買水，但每噸大概25至30元，也有些農

民會存錢，大家共同集資鑿井，但一口井成

本大概100~150萬元，如果失敗了，那就血

本無歸了」。並且，鑿井取水的農民仍需分

時段排隊取水，枯旱時期，地下水位低時甚

至無水可用。在水量有限、灌溉尖峰期情況

下，半夜取水、甚至搶水，衍生人力增加及

安全問題。

青農陳政毅分享：「在農水署還沒進來

幫忙的時候，常常半夜才輪到我開始站在田

裡灌溉，3吋大的水管噴出來又只有不到一

半的水量，一次只能噴1分地，水小到像老

頭子尿尿，但又不敢不顧著，如果這次沒灌

能高大圳及供灌區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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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就不用想收成了」。

為提供大坪頂灌溉用水，農水署調查可

能供灌的水資源、農地使用情形、地形地貌

等因素進行評估。首先，經過當地的作物調

查，多屬於旱作作物，未來如果要用最有效

率的方式運用水資源達成精準配水、智慧灌

溉的目的，全區需全面採用滴灌、噴灌等設

備，而這些設備對於水質的要求很高，如果

水質不佳，則容易產生噴頭堵塞，所以需要

有潔淨的水源；另考量水脈的高程以及是否

上 圖埔里大坪頂台地灌溉區域分布圖

下 大坪頂六萬噸調蓄池完工空拍照片

有充沛的水源供給量，才能提供農民穩定的

灌溉用水。

純淨的水源與遍布種植區域的供
水網路

大坪頂灌溉用水來自合歡山融雪的能高

大圳，係由距大坪頂16公里外的惠蓀林場九

仙溪及關刀溪取水，再由以隧道、座槽、渡

槽等輸水構造物以自然重力將水送至埔里茸

坑，接著分東西幹線送至埔里鎮農作區，大

坪頂即由西幹線沿茸坑山麓，以專用輸水管

路將水資源輸送至田間。

由於大坪頂原本為農田水利會灌區外，

在地農民過往長期無政府部門協助施設灌溉

設施，對於遵循用水調配、設施管理、經營維

護等公共事務較為欠缺相關概念，故農水署於

灌溉系統佈設前，採取示範區、分階段辦理模

式。首先，先將全區624公頃農地依其地形地

勢進行劃分，並以在地熟悉地標或地名作為灌

溉分區命名，分別為大坪頂、北寮、太平國

小、大雁頂、松柏崙等5大灌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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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灌溉水源是欣欣向榮的起點

水路佈設完成後，為因應氣候變遷造成

豐枯水期水量差異更加明顯的情形，穩定灌

溉水源以增加農業韌性，採取蓄豐濟枯的策

略，將豐水期的水源蓄存供枯水期使用，更

能讓農民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

經由工作站與在地的水利小組長與農民

協調，已廣設調蓄水池共6,065噸，亦積極

向農民推廣補助田間蓄水池，目前已補助了

92座蓄水池共3,600噸；且依據極端氣候風

險評估結果，更增設6萬噸大型調蓄水池。6
萬噸的調蓄池佔地面積廣大，工程用地的取

得有賴居民相挺，提供工程用地的農民陳鴻

銘說：「農田水利署做好灌溉設施後，我只

要在田邊的水池(蓄水池)一打開水就來了，

現在要做調蓄設施是有利整個大坪頂地區，

我願意提供土地給公共設施使用」。

大坪頂工作站謝鈺堯站長說：「百香果

1年共有3次開花期，而開花期也是農民用水

量的高峰，未來完成後，就算遇到乾旱、不

下雨，也至少可提供1次開花期用水量，我

再也不用擔心農民沒有水可以灌溉了」。

6萬噸調蓄水池已於114年2月完工，同

時，農水署更進一步的導入智能管網系統，

除了有效檢視、監控灌溉輸水網絡，使輸水

管路不會發生因管壓不足無法送水或管壓太

強產生爆管的情形，也針對不同枯旱情勢進

行模擬，以評估整體所需要的調蓄水量，使

蓄豐濟枯策略發揮最大的功能。

建立百香果智慧灌溉所需之作物
需水量數據，共創三贏

在訪查灌溉用水情形時發現，農民對

於百香果各生長階段所需澆灌的水量，是以

口耳相傳的經驗分享作為澆灌的依據，經過

自己反覆試驗，最後成為每個農民的個人經

驗。

然而在缺水的地區，更需要高效的利用

水資源，精準配水，而瞭解農作物各生長時

節的需水量亦是實施精準配水的關鍵，嘉義

大學陳清田副教授說：「大坪頂要達成精準

配水，推動智慧灌溉，首先必需從百香果各

生長階段的作物需水量著手，才能進一步規

劃整體的灌溉配水模式」。

由於前人研究中並無百香果需水量相

關論述，因此，由嘉義大學陳清田副教授及

醒吾大學張煜權教授合作，成功建置百香

果各生長階段的作物需水量，亦將研究成

果發表於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於
2023年舉辦的第25屆研討會，此研究成果為

東亞地區首創。

其研究成果可反饋農民田間管理，透過

設定灑水器啟閉條件，使百香果澆灌處於最

適宜狀態、自動澆灌，從繁瑣的田間作業得

到解放，擁有更多時間從事其他活動；其亦

被用於南投管理處大坪頂工作站灌溉用水管

理中，透過建立了智慧管理系統，讓管理處

的人員可以即時瞭解各灌溉分區的水源運用

狀況，如果有任何狀況，也可以馬上到現場

勘查，排除障礙，對於維護管理極為便利。

擴大灌溉服務效益

大坪頂經系統性建設灌溉設施後，改變在

地原以車輛載水灌溉的情形，有效降低碳排減

量，平均每年環境效益約16.5萬元。而整體性

考量農田水利設施系統，可有效降低農損、減

緩災害影響、增加氣候變遷調適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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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方面，大坪頂有了穩定的灌溉

水源後，有效提升作物平均產值20%以上，

降低用水成本4 0 %，使農業勞動力產值提

升。大坪頂百香果直接的經濟生產效益亦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農作年產值從5億元增加

至12億元，帶動整體產業鏈14億元，並提供

1,250個就業機會，也在往後幾年帶來一小

波農村人口的回流。

服務從未停止 我們持續前行

大坪頂擴大灌溉服務的成果，有賴於各

方持續的共同努力，所獲得的成功也為擴大

灌溉服務樹立標竿，使其他地區得以複製成

功經驗，讓擴大灌溉的成果遍地開花。透過

大坪頂案例，逐步建立擴大灌溉服務政策的

制度、執行方式，在各地所推動的擴大灌溉

服務政策，都非常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與認

同，目前已有6.2萬公頃農田受益，8.8萬多

戶農民受惠。

新的設施、技術以及回流的青年農民也

為這個地方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永續經營的

理念的引入，讓這裡未來的發展值得期待。

(作者依序現任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建設

組組長、現任農田水利署科長、現任農田水

利署正工程司)  ■

百香果作物需水量係數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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