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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組員家中有兩位同學是種植米的，在農耕時期，看著爸媽辛苦的插秧，但往

往在灌溉的水量多少及農業噴灑的量都不固定，導致收成時好時壞，因此我們想藉由

這次專題進行相關的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比較大禹地區農業灌溉的水量關係。 

(二)了解大禹地區農業水質的變化。 

(三)分析農業水質變化與社區農民的作息關係。 

(四)分析農業水質變化與社區農民的農藥使用量的關係。 

三、研究方法： 

(一)本文分析法 

我們在網路上搜尋稻米種植、水量灌溉、農藥多少等等的關鍵字，這些

資料有網路文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食農教育教學平台、行政院農委

會水利署的資料等等；我們也有到學校圖書館找尋相關書籍。我們從各種的

資料中，先把資料分析，把有用的資料找出來，再找出跟題目相關的內容，

最後打成我們的小論文。 

(二)訪談法 

老師有帶我們有去碾米廠訪問老闆，以及我們回家問爸爸、媽媽有關灌

溉的一些問題。我們從採訪稿開始設計，老師教導我們怎麼樣問出好的問題，

先回家試著問問看家人，到最後老師帶著我們到鎮上去參訪碾米廠以及訪問

碾米廠的老闆及員工。 

(三)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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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台灣農業灌溉水量的狀況 

(一)台灣東部地區年平均降雨量（民國 80~109年）為 2034.5mm。降雨量比較多的

月份集中在 5~11月為 1665.3mm，降雨量比較少的月份集中在 12~4月 369.5mm，

降雨分佈很不平均，所以我們想藉由這次的研究，看看究竟降雨量的多跟少

對於農田的灌溉水量有沒有明顯的差異。 

(二)我們從經濟部水利署的網站找到了有關全台灣稻作灌溉水量的資料，從這些

資料中我們發現 109 年東部地區種植水稻的地區，一期作、二期作的用水量

分別是 927.07、941.24 百萬立方公尺，占了農業總用水 62%，其中我們玉里

鎮大禹地區的水稻是二期作，所以我們是屬於 941.24 百萬立方公尺其中的一

部分，可以看出是使用農業用水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的資料中，我們發現了全台灣各個區域的灌溉

水質監測，這些數據中我們有找到花蓮縣的資料，其中有包含我們大禹社區

的三個灌溉監測點，分別是大禹圳取水口、大禹圳中游（四支線取水口）、

大禹圳五支線取水口，我們將對這三個監測的數據進行比較，找到灌溉水量

及農藥對於水質影響的。 

二、網路資料及政府資訊平台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候月平均降水量（平均） 

中央氣象局的資料中把 1991~2020 年每月的平均降水量列出來，資料裡

面有看到中央氣象局把各區域的資料列出來，我們可以針對花蓮地區在進行

降水量的分析。其中我們可以發現花蓮地區 12~4 月的平均降水量都不到 100

毫米，5~11 月的平均降水量都超過 100 毫米，因此我們可以針對 12~4 月、

5~11月灌溉水質的研究。 

 

圖 2 月平均降水量(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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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南區農業專訊-直播及節水栽培對水稻用水量及產量之影響 

水稻的生育期間，剛開始種植時，水的深度比較淺，後期的時候水深比

較深，在收穫期的時候會把水給排掉。文章中也提到經常湛水對水稻的生育

不一定理想，因為會讓土壤變回原來的樣子，這樣容易引起稻根腐壞、死亡。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不同時期的用灌溉用水量會有所不同，可以針對不同時

期的用水量進行研究。 

文章中提到作者去比較直播栽培、省水的灌溉管理、插秧栽培及水利會

輪灌配管理方式，去找到真正適用的灌溉管理方式，希望能夠達到省水、省

工、省本並維護生態環境及地下水。文章中有看到作者針對不同的方式進行

種植數據也顯示確實會因為不同的方法而有不一樣的結果，省水的效果真的

不錯。說不定能夠讓大禹社區的農民也試試看用這樣的方式進行栽種，可以

減少用水及保護環境。 

 

表 1 不同灌溉處理區之用水量比較（資料來源：台南區農業專訊）  

(三)前瞻基礎建設縣市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農田排水、埤塘、圳路改善 

政府推動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有針對農田排水的改善，在縣市管河川

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中有關農田排水、埤塘、圳路改善，政府為了降低

淹水的風險、提升農業產區保護及減少洪災損失。文章當中有提到許多地方

的整治方案，針對農田的排水及水圳的修復，都可以看出政府積極地去改善

農業灌溉的問題，試圖去找到更加減省水資源、保護農作物及減少災害的損

失。其中針對排水的水圳進行解決，我們發現大多是通水斷面不足，渠道老

舊易崩塌堵塞，這一次的地震也讓社區的排水圳受損，說不定有機會也可以

申請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為大禹社區的排水系統重新整治。 

 

圖 3 大禹社區因地震受損（資料來源：大禹社區居民黃國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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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日頭條-水稻不同時期灌溉方法 

水稻的一生都會運用到水的灌溉及農藥的施灑、肥料的播種等等，以下

將網站的內容整理成表格，將水稻的一生運用表格的方式呈現並將其比較什

麼時段需要用的水量比較多。 

 

 圖 4 水稻的一生（資料來源：每日頭條-水稻不同時期灌溉方法） 

(五)農業用水需用水量計算標準 

不同的土質使用的用水量也不相同，文中提到稻作在不同土質中的灌溉

率，讓我們可以知道不同土質所需要的水量不同；文中也有提到每日引用水

量，老師教導我們計算的公式，我們回去詢問家裡的農地面積是多少公頃就

可以計算出每日引用水的量。我們在參觀完碾米廠的時候，老闆跟我們說大

禹社區土壤跟玉里其他地區不太相同，所以要選用不同的稻種，原來土壤的

不同不僅影響水量的多寡，也會影響稻米的種類。 

 

 圖 5 依土壤質地種植作物種類之灌溉綠（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新聞稿-水稻秧苗病蟲害管理 

文中提到孕育秧苗時將稻種消毒可有效防秧苗病變的發生。水稻秧苗移

到田地的初期，容易受到水稻水象鼻蟲及福壽螺危害，嚴重時造成秧苗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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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水稻水象鼻蟲管理，可藉由改善耕作環境，控制灌溉水位於 0.5公分

左右，減少成蟲產卵機會。灌溉的功能不僅僅是保持稻作的生長，有效的控

制灌溉水位也能夠減少病蟲害的發生，並且可以減少使用農藥避免水質遭受

污染。 

 

 圖 6 受到立枯病危害的秧苗（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農藥對水體之影響 

農藥在使用後會經由逕流方式流入水中，經常發生在農藥使用後一至二

星期內。若是沒有下雨農藥流入水中約 5%，若有遇到下雨農藥流入水中約

20~30%，對於環境生態、飲用水水質及水生生態系產生危害。 

農藥在環境中不易分解與土染的吸附力弱，水溶性高之農藥經由滲濾作

用而進入地下水中。目前從藥劑檢測當中檢驗出較多是殺菌劑與殺蟲劑，發

生在 5~6月份，檢驗出藥劑與水稻栽培期間使用的藥劑相吻合。大禹社區的

農作物大多是二期作水稻，文中表示二期作水稻水樣檢測出農藥比率比一期

稻作減少很多，與二期作水稻休耕或轉作有關。我們常看著爸爸在休耕的時

候去農會拿種子，種植其他作物像是油菜花、蘿蔔等等，原來這樣的轉作可

以減少藥劑的殘留。 

(八)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科技輔助田間管理決策『灌水』和『沃肥』 

有句諺語「有收沒收在於灌，收多收少在於排」及「無肥難耕種，無糧

難行兵」，水稻在生產的過程中，水分及養分是重要的。國立中興大學農藝

學系團隊能透過智能感測器的導入，像是田間微氣象站、水位計、遠端電子

水表及土壤電導度計等等，這些機器將資料即時傳輸，農民只要藉由手機遠

端監測稻田環境及水位狀況，之後用手機控制灌水電磁閥開關，就可以做到

水稻灌溉排水的管理，也可以達到省時、省工、省力之目的。若是能引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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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設備，就能直接監控灌溉的水量、水質的 pH值、灌溉率等等的資料，讓

農民能更掌握稻田的狀況。 

 

 圖 7 智能感測器於田間應用模型圖（資料來源：國立中興大學農藝學系） 

(九)上下游新聞-別再傳「農業用掉七成的水」，6個專家告訴你真相 

常聽到新聞報導說：「農業用掉七成的水是用水大戶」，但其實這是天

大的誤解，從數據上來看農地存下來的水比用掉的水還要多。其實這些農業

用的灌溉用水大部分都會儲存變成地下水。農業用水中來自水庫的用水不到

一成，有六成都是從河川水去取得，所以說農業灌溉用水很少使用到水庫中

的水，而這些從河川取得的水原本會流入大海中，我們將河水導入農田，這

些水還能變成地下水，反倒是將水給儲存下來。 

 

圖 8 農業灌溉用水不同水源引水圖（資料來源：上下游新聞＆農委會） 

三、實體人物採訪及相關資料數據驗證 

(一)參觀玉里鎮碾米廠 

藉由這次的小論文老師帶我們帶鎮上參觀碾米廠，我們大部分人家中都是種植稻

米，但是對於最後產出米的過程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們去參觀碾米廠，以及採訪米

倉老闆有關於小論文相關的問題。經過了這次參觀米廠以及跟老闆的訪談，我們這組

學到了很多，我們都只看過米從秧苗到採收，但最後作成能夠吃的米我們都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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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觀碾米廠看到了很多機器，也知道了製作成可以吃的米的過程。我們在訪問老

闆的過程中，也知道原來灌溉是重要的，不同土壤要用不同的量去灌溉，還有灌溉的

水量也會影響稻米最後的品質，所以能夠準確地知道要使用多少水份去灌溉是很重要

的。 

1. 稻作的灌溉水量對於收成有沒有差別？ 

老闆說:「作農的人很厲害，灌溉需要多少水沒有標準答案，要依照當下農作

物的情況調整，灌溉的水量對於稻米的收成有很大的關係，在稻米的一生中，

每個階段的水量都是不一樣，像是在收割前兩周要放水，但也要看狀況若是

太乾收割的時候，收割機就會卡住。」 

2. 稻作在灌溉的時候需要水，收成之後放碾米廠需要用到水嗎？ 

老闆說:「稻米只有在水田中才需要用到水，採收之後送到碾米廠，碾米廠也

是要控制稻穀裡面的水分含量，所以會把溫度設定 14-15 度，讓稻米也可以

吹冷氣。」 

3. 稻米送到碾米廠後，碾米廠會對於灌溉的水量多少作測試嗎？ 

老闆說：「送來的稻米首先要進行過地磅，之後我們會去測試送來米的品質，

其中我們會去測稻米中的含水量、稻米的飽和度跟品質，最後才會放在儲藏

槽中。」 

 

(資料來源:大禹國小葉宛鑫老師、王瀚毅老師) 

(二)數據統計量表 

1. 稻米灌溉水量統計表 

(1)大禹圳取水口 

月份 水溫°C pH 值 EC(μS/cm) 平均降雨量(毫米) 稻米的週期 

01-02 15.4 7.55 456 66.15 秧苗期、分蘗期 

03-04 25.7 7.53 436 76.65 孕穗期、抽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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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27.0 7.65 453 176.2 成熟期、秧苗期 

07-08 32.6 7.70 533 228.65 秧苗期、分蘗期 

09-10 24.1 7.58 523 340.25 孕穗期、抽穗期 

11-12 23.1 7.62 512 129.35 成熟期、秧苗期 

(2)大禹圳中游 

月份 水溫°C pH值 EC(μS/cm) 平均降雨量(毫米) 稻米的週期 

01-02 15.5 8.27 416 66.15 秧苗期、分蘗期 

03-04 25.3 8.06 283 76.65 孕穗期、抽穗期 

05-06 26.9 8.01 422 176.2 成熟期、秧苗期 

07-08 30.3 8.10 517 228.65 秧苗期、分蘗期 

09-10 24.4 8.16 514 340.25 孕穗期、抽穗期 

11-12 F F F 129.35 成熟期、秧苗期 

(3)大禹圳五支線取水口 

月份 水溫°C pH 值 EC(μS/cm) 平均降雨量(毫米) 稻米的週期 

01-02 15.6 8.26 308 66.15 秧苗期、分蘗期 

03-04 25.2 8.08 287 76.65 孕穗期、抽穗期 

05-06 26.8 8.22 305 176.2 成熟期、秧苗期 

07-08 30.8 8.38 328 228.65 秧苗期、分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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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 24.7 8.34 272 340.25 孕穗期、抽穗期 

11-12 23.2 8.21 263 129.35 成熟期、秧苗期 

參●結論 

一、稻米的灌溉水量與氣候的關係 

稻作的灌溉水量與平均降雨量有明顯的關係，以我們大禹社區的二期作稻作為

例，可以看出同樣在孕穗期、抽穗期的時候雨量有明顯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期

的時候雨量大約在 70 毫米左右，第二期的時候雨量大約在 340 毫米左右，我們有詢問

種植稻米的同學家長，農民們表示會依照天氣來進行灌溉，如果遇到雨季會打開排水

孔，讓多餘的水分引道水圳當中，水太多對於稻米來說也是不好的，容易造成根部的

腐爛甚至死亡。 

二、稻米施灑肥料、農藥對於水質的關係 

稻米在施灑肥料、農藥從水質檢測上，可以從大禹社區的二期作稻作為例，前

後兩期水值中的 pH 值分別相差 0.05、0.1、0.26。我們認為跟降雨量有很大的關係，

前後兩期分別是乾旱期跟雨季，在雨季的時候需要使用到比較多的農藥及肥料，因大

部分農藥與肥料若遇到大雨會流走，導致效果不好，因此農民會再增加更多量。我們

有詢問家中有種稻同學的家長，我們發現在第二期時候，使用的農藥跟肥料真的比較

多，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導致水質的改變。 

三、新興科技對於農田的應用 

在查詢小論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許多新興的科技可以輔助農民，藉由科技

的設備來改善農田的管理。看著爸爸、媽媽不論颳風、下雨都要下田農作，也要依照

天氣進行排水、施肥增加、農藥噴灑量調整等等，我們發現可以藉由科技的輔助，讓

數據傳到手機，只要藉由手機的監控就能知道現在農田的狀況，可以用數據化的分析

進行農田的管理。科技化的應用除了平常的農田生活可以派上用場，在遇到天災的時

候也可以快速地幫農民找到狀況，像是這次 918 大地震，農田中有許多排水的設備都

倒塌，農民都要一個個去檢查，若是有了科技設備輔助，只有查看手機數據就可以知

道哪一段的排水系統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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