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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採用水收支平衡觀念，建立桃園新坡、觀音、新屋灌區之系統動力區域迴歸水模式，依據研究區域土地利用類別，分別建構各分區之水平衡方程式，再將灌區之灌溉旬報表之引灌溉水量與觀測降雨量，輸入所建構模式模擬，以河川下游監測站流量資料進行驗證。本研究利用95年二期稻作期間監測資料探討區域迴歸水量大小、迴歸水特性、可供調配水量以及水田水平衡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河川下游流量大都來自於農業迴歸水，新屋溪約佔60%、觀音溪為54%、大堀溪為62%，以日流量超越機率曲線Q90%所對應之流量與觀測流量其計算結果，可供調配水量新屋溪約11287CMD、觀音溪約5484CMD、大堀溪約113381CMD。此外，模擬期間之農業用地水平衡中以蒸發散量佔最大量，新屋溪、觀音溪、大堀溪分別為3.69、3.74、3.71mm/day，而側向滲漏量則分別約有1.59、1.48、1.36mm/day。
	摘要(英)	In this study the regional return flows in the Taoyuan Irrigation District were analyzed. By classifying landuse type of the study area, a system dynamic model based on water balance was developed for the SinPo, GuanYin, SinWu irrigation area. Field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to measure rainfall, water quality, and stream discharge for the second rice farming period of 2006. Simulation results of regional return flows, return flow characteristics, water supply, and paddy water balance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riculture return flows were 60%, 54%, and 62% of the discharges measured in the SinWu, GuanYin and DaJyue rivers, respectively. By reserving Q90% for river flows, the amounts of return flows can be allocated were 11287CMD, 5484CMD and 113381CMD, respectively.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paddy water balance, the amounts of evapotranspiration were 3.69, 3.74 and 3.71 mm/day and the horizontal seepages were 1.59, 1.48 and 1.36 mm/day for the three irrigation area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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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收支平衡
★ 系統動力模式	關鍵字(英)	
      	  ★ Taoyuan Irrigation District
★ Return Flow
★ System Dynamic Model
★ Water Balance
	論文目次	摘要……………………………………………………………………..Ⅰ


Abstract………………………………………………………………….Ⅱ


目錄………………………………………………………..……………Ⅲ


圖目錄………………………………………………………..…………Ⅵ


表目錄…………………………………………………………..………Ⅹ


第一章	 緒論………………………..……….…………...........................1


1.1	前言………………………..……….…………..............................1


1.2	研究目的與動機………………..………………………………...2


1.3	本文架構…………………………..……………………………...2


第二章	 文獻回顧………………………………………………………..4


2.1 迴歸水定義…………………….………………………………...4


2.2 系統動力模式……………………………………………………7


2.3 迴歸水相關研究…………………………………………….…...8


2.4 田間水文過程…………………………………………….…….11


第三章 研究區域…..…………………………………..………………13


3.1 地理位置……………………….……………………………….13


3.1.1 桃園大圳概述………………………………………………14


3.2 研究區域簡介………………………………………………......16


3.2.1 土地利用狀況………………………………………………19


3.2.2 土壤類別………………………………….………………...23


3.3 監測站設置……………………………………………………..23


3.3.1 河川斷面量測………………………………………………24


3.3.2 水位流量率定曲線建立……………………………………25


3.4 雨量與水質監測……………………………………………......29


3.4.1 雨量…………………………………………………………29


3.4.2 水溫…………………………………………………………30


3.4.3 pH值………………………………………………...............31


3.4.4 電導度………………………………………………………31


第四章  研究方法….………………………………………………….35


4.1 系統動力模式簡介………………..……………………………35


4.2 區域水平衡理論…………………………………......................36


4.3 水田水收支平衡理論……………………….………………….37


4.3.1 支線配水量…………………………………………………39


4.3.2 降雨量………………………………………………………41


4.3.3 蒸發散量……………………………………………………42


4.3.4 田區基本資料………………………………………………45


4.3.5 滲漏量………………………………………………………47


4.3.6 逕流量………………………………………………………49


4.4 供水人口數…………………………………………..................50


4.5 污水排放量……………………………………………..............51


4.6 模式模擬結果與驗證………………………………..................53


4.7 模式參數敏感度分析…………………..………………………57


4.7.1 退水係數敏感度分析……………………..………………..57


4.7.2 土壤深度敏感度分析……………..………………………..58


第五章 成果討論………………………………………………………67


5.1 迴歸水量探討………………..…………………………………67


5.1.1 迴歸水佔引灌水量之比例………………….……………...67


5.1.2 可供調配水量分析…………………………….…………...70


5.2 迴歸水特性分析…………..……………………………………77


5.3 水田水平衡分析………………………………………………..79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85


6.1 結論…………………………………...………………………...85


6.2 建議……………………..………………………………………86


參考文獻…………………..……………………………………………88
	參考文獻	1. 王如意、易任「應用水文學」，國立編驛館出版，茂昌圖書公司，台北市，1983。


2. 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桃園農田水利95年度灌溉計畫書」，2006。3. 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新坡、觀音、新屋灌溉旬報表，2006。


4. 台灣省桃園縣政府網站，


http://www.tycg.gov.tw/main/main_index.aspx。


5. 林癸妙，「水田迴歸水量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7。


6. 林啟超，「水田灌溉用水回歸利用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7. 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石門水庫灌區迴歸水推估模式之建立及應用   (2/2)」，2004。


8. 高振程，「水田坵塊系統之回歸水推估」，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9. 駱安華，「回歸水之計算和應用」，台灣水利，第8卷，第2期，第47-56頁，1960。


10. 施嘉昌、徐玉標、曹以松、甘俊二編著，「灌溉排水原理」，第三    版，中央圖書出版社，1988。


11. 嘉德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農業迴歸水回收再利用研究-雲林    地區為例」，2006。


12. 陳明業，「淡水河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式與永續管理策略之研究」，


國立台彎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13. 陳亭玉，「河川流域水土資源承載力與永續力評量模式之發展」，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14. 陳世楷、劉振宇，「水田滲漏及側滲之數值模擬」，農業工程學報，     第46卷，第2期，2000。


15. 羅樹孝，水文學辭典，茂昌圖書，1995。


16. 劉君帆，「灌溉系統迴歸水推估方法之研究－以嘉南水利會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17. 劉振宇、陳世楷、周曉雯，「雲林地區水田入滲之評估」，農業工程學報，第45卷，第1期，1999。


18. 蔡西銘、陳獻、劉日順，「迴歸水的定義及分析方法之比較」，第十一屆水利工程研討會，台北市，2000。


19. 李明益，「河川流域水管理系統動力學模式之發展與建立」，國立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20. 詹麗梅，「區域供水系統系統動力模型建立策略評估-以大基隆供    水區為例」，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1。


21. 陳思瑋，「淡水河流域水資源永續性評估暨管理之研究」，國立台    彎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22. 張婉茹，「應用系統動力學於多元化水資源策略模擬與分析-以台    中地區例」，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23. 張又仁，「農業灌溉水對水體水質汙染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土    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24. 童慶斌，「永續流域管理」，國立台彎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上    課講義。


25. 簡傳彬，「水稻田入滲及迴歸水之試驗及模擬」，國立中央大學土    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26. Basri, H., Fukuda, T., Kuroda, M ‘‘Water Balance Evaluation and     Water Quality Analysis of Paddy Field Irrigation System in Low Lying     Area’’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griculture, Vol. 43, No. 1, pp. 227-237, 1998.


27. Dingman, S. L., Physical Hydrology, 2n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2.


28. Krasnostein, A. L., Oldham, C. E., ‘‘Predicting wetland waterstorage’’,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vol. 40, 2004.


29. Kuo, S. F., Ho, S. S., Liu, C. W., ‘‘Estimation irrigation water     requirements with derived crop coefficients for upland and paddy crop    in ChiaNan Irrigation Association, Taiwan’’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Vol. 82, pp. 433-451, 2006.


30. Liu, C., Zhang, X., Zhang, Y., ‘‘Determination of daily evaporation and    evapotranspiration of winter wheat and maize by large-scale weighing     lysimeter and micro-lysimete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Vol. 111, pp. 109-120, 2002.


31. Matsuno, Y., Tasumi, M., Sakthivadivel, R., Otsuki, K., ‘‘Analysis of     return flows in a tank cascade system in Sri Lanka’’ Paddy Water    Environment, Vol. 1, pp. 173-181, 2003.


32. Ventana systems, Inc., Vensim PLE User’s Guide, 1999.


33. Oad, R., K. Lusk and T. Podmore, “Consumptive use and return flows       in urban lawn water use,” ASCE, 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Vol.123, No. 1, pp. 62-69, 1997.
	指導教授	
      	  李明旭(Ming-hsu Li)
      	 	審核日期	2007-7-11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