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學會第十三屆營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強降雨對屋頂排水影響之研究--- 

以台北與東京地區之比較為例 
*范慧玫(Hui-Mei Fan)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 

 

 

**張學誠(Hsueh-Cherng Chang) 

中國科技大學建研所副教授 

  

摘要 

隨著氣候變遷影響，台灣大台北地區與日本東京地區同因氣候變遷發生強降

雨的機率愈來愈大，強降雨對建築物屋頂損害影響極大，極容易產生建築物屋頂

積水之現象，為瞭解強降雨對建築物屋頂排水模式之積水關係，本研究將以蒐集

台北與東京屋頂排水模式之法規資料，遇強降雨下，比較分析屋頂排水模式對於

排水效能之影響。  

關鍵詞：積水關係、屋頂損害、屋頂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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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e probability of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Tokyo area with heavy rainfall due to climate change happen more and 

more big, heavy rainfall devastating impact on the building roof, very prone to the 

phenomenon of stagnant water of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to understand heavy rainfall 

for water drainage patterns of relationship building roof, this study will collect 

information on legislation, Taipei and Tokyo roof drainage patterns, the next case of 

heavy rainfall, roof drainage model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drainag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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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將以蒐集台北與東京屋頂排水模式之法規資料，遇強降雨下，比較分

析落水頭不同口徑與落水罩對於排水效能之影響。並在歸納分析兩地在強降雨誘

發屋頂漏水案例的基礎上，研擬出強降雨下建築物屋頂排水優良模式。 

1.1  本研究動機：近年來發生的幾個強降雨延時排水致屋頂漏水的典型案例，

誘發瞭解強降雨對屋頂排水效能之影響。 

1.2  本研究目的：瞭解近年來發生的幾個強降雨誘發屋頂漏水的典型實例，以

透過實驗證實強降雨對屋頂排水效能之影響，進而研擬出建築物屋頂排水模式之

策略。初步建立了幾類屋頂防水避險策略的典型模式。 

二、研究方法及文獻回顧 

2.1  雨量資料選取及分析 

於整理蒐集雨量資料時，必須選擇適當之降雨延時間距，以利排水工程

設計。雨量資料選用方式可利用年最大值選用法，其則又分為全部記錄選用

法(Full Series)、極端值選用法(Extreme-value Series)和超過一定量選用法

(Partial-duration Series)。而作為推求降雨強度公式之雨量資料選用，則以年

最大值選用法最為常用，該方法為每年選出一個最大降雨資料，當氣象站有

N年雨量資料時，即有N個雨量資料。在推求降雨強度公式時，依所收集降

雨資料分析水文資料。其分析方法有經驗分析法(Fair,1954)以及頻率分析法

(Chow,1951)，經驗分析法是將該地區選用之各場降雨量先轉換成降雨強

度，然後將依照不同之降雨延時，分析發生不同降雨強度之次數，並可將該

地區降雨強度與降雨延時之關係繪製一統計表，即可以在持續時間中內插求

降雨強度，或者在降雨強度內插求持續時間【2】；頻率分析依據國內較常使

用統計分布之種類有一般極端值分布(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簡稱

GEV)、皮爾遜第三型分布(Pearson Type III Distribution，簡稱PT3)、對數皮

爾遜第三型分布(Log-Pearson Type III Distribution，簡稱LPT3)和三參數對數

常態分布(Three-Parameter Lognormal Distribution，簡稱LN3)等用於極端事件

之機率分布進行頻率分析。一般極端值分布主要是依據形狀參數k值(相當於

樣本之偏態係數)的特性來予以區分為三種型態，當k為0時(即偏態係數等於

1.139)，則為極端值一型分布(Extreme-Value Type I Distribution，簡稱EV1)；

當k為負值時(即偏態係數大於1.139)則為極端值第二型分布(Extreme-Value 

Type II Distribution，簡稱EV2)；當k為正值時(即偏態係數小於1.139)則為極

端值第三型分布(Extreme-Value Type III，簡稱EV3)【3】。頻率分析通式 

(Chow，1951)以推算重現期距T年水文量之公式如下【2】： 

                               (2-1) 

式中，XT：重現期距為T年之水文量； M：水文資料之平均值； KT：

頻率因子(Frequency Factor)，為機率分布及重現期距T年之函數； S：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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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標準偏差 

上式(2-1)即表示重現期為T年之水文量XT等於水文資料之平均值M加上

一個變異量，而變異量等於水文資料之標準偏差S與頻率因子KT之乘積。對

於某特定重現期而言，不同機率分佈之頻率因子與相對應重現期之關係，可

以表示為數學方程式或以列表之方式呈現，因此若確認水文紀錄之機率分佈

並知其統計特性參數，則當給定一重現期之後，即可計算出水文量之數值大

小【4】。。 

2.2  降雨強度-延時-頻率關係推算 

降雨能對建築物屋頂造成滲漏水的原因，往往是出於短時間內降下的豪

大雨，如颱風、集中性豪大雨等，或者是降雨延時長所導致的屋頂長時間處

於濕潤積水的情形，配合敏感度分析公式。在渠道流時間部分，主要取決於

排水渠道長度；在漫地流時間上則受糙度及坡度之影響較大【集水區型態對

集流時間影響之研究】【5】。在考慮排水系統的設計規劃中，可以很清楚地

得知離排水出口附近的雨滴僅需很短的時間便可流至排水出口，而落在離排

水口較遠的雨滴則需較長的時間方可到達排水口，以建築物屋頂而言，降雨

延時會大於集流時間，故可計算逕流量以採用合理化公式(Rational Formula)

來推估建築物屋頂之逕流量，因其計算簡單好用，若干國內之工程設計準則

或者規範如<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皆以合理化公式推估逕流量，其公式如下

【5】： 

                   (2-2) 

式中， QT： 重現期距為T年之設計尖峰流量(m
3
/s)； C：逕流係數(無

單位)； iT：重現期距為T年之設計降雨強度(mm/hr)； A：規劃地區面積(km
2
) 

 

表 2-1 東京都30年來年降雨偏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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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降雨量與雨水排水管之關係 

我國建築排水設備系統之設計規範，目前主要是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備編第2章第1節給水排水系統（條文第26條至第36條）為法令依據，依據<

建築技術規則>中指出屋頂雨水排水設計取決於降雨量的大小，若排水設計

不良或者排水管數量不足，則可能造成屋面之積水，甚至超過防水之收頭而

溢入室內造成漏水。因此，降雨量的大小與排水設施有絕對之關係。表2-2

與表2-3表2-4為<建築物防水設計手冊>所推導計算出降雨量、屋頂排水面積

與排水管之關係【1】，其計算垂直排水管的排水量公式如下： 

                          Q = C × A × 2gh (2-13) 

式中，Q: 垂直排水管的排水量(m
3
/s)； C:流量係數(=0.6)； A:排水管

之有效斷面積(m
2
)； g:重力加速度(=9.8m

2
/s)； h:連接排水溝深度或水深(m) 

表 2-2排水立管管徑表(資料來源：文獻12) 

管徑〔mm〕 最大容許屋頂面積〔m
2〕 

50 

65 

75 

100 

125 

150 

200 

67 

121 

204 

427 

804 

1254 

2694 

 

表 2-3雨水橫總管的管徑表(資料來源：文獻12) 

管徑 

〔mm〕 

最         大        fuD         數 

排         水         坡         度 

1/192 

〔≒0.52/100〕 

1/96 

〔≒1.04/100〕 

1/48 

〔≒2.08/100〕 

1/24 

〔≒4.17/100〕 

50 

65 

75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380 

 

 

 

 

 

 

1400 

2500 

3900 

7000 

 

 

20 

180 

390 

700 

1600 

2900 

4600 

8300 

21 

24 

27 

216 

480 

840 

1920 

3500 

5600 

10000 

26 

31 

36 

250 

575 

1000 

2300 

4200 

67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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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雨水橫支管管徑表(資料來源：文獻12) 

管徑 

〔mm〕 

最大容許屋頂面積〔m
2
〕 

配管排水坡度 

1/96 1/48 1/24 

     75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375 

76 

175 

310 

497 

1068 

1923 

3094 

5528 

108 

246 

438 

701 

1514 

2713 

4366 

7804 

153 

349 

621 

994 

2137 

3846 

6187 

11055 

 

2.4  研究方法 

 

 

 

 

 

 

 

 

 

 

 

                               圖 2-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案例調查 

3.1  案例1 

北部地區○○集合住宅屋頂(照片3-1照片3-2)，其建築為鋼筋混凝土

研究問題確立 

國內外相關文獻蒐集與整理 

排水最佳化策略 

 

電腦軟體輸入計算 

比較分析 

實際案例調查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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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因降下大豪雨時，發現排水延時，致屋頂積水，進而導致屋頂天花板損

壞。 

 
 照片3-1 臺北市民宅屋頂1      照片3-2 臺北市民宅屋頂2。 

3.2  案例2 

本案例為台北地區○○建築(照片3-3照片3-4)，屋頂採用鋼構架斜屋

頂，材料為浪型屋面烤漆鋼板，天溝則使用混凝土之設計。本案例因降下大

豪雨時，無法及時排水，發現牆面與屋頂板交接處，有雨水滲入室內之情形。 

   

    照片3-3 鋼構斜屋頂天溝         照片3-4 鋼承板與支承梁                       

3.3  案例3 

為東京地區○○住宅屋頂，其建築為瓦造屋頂，當降下大豪雨時，雨水

順屋頂排水天溝而下，另外在屋瓦交接處防水處理。致在強降雨時，屋頂可

迅速排水，房屋屋頂不致損壞。 

 
照片3-5 東京都民宅屋頂    照片3-東京都民宅屋頂排水溝 

3.4  案例4 

東京地區○○建築屋頂，強降雨量由溢水口迅速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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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3-7 東京都○○建築屋頂   照片3-8東京都○○建築屋頂 

四、案例綜合分析 

4.1  綜合各案例調查之結果，分析如下： 

  (一)分析屋頂因強降雨滲水而造成損壞，其主因之一為依屋頂排水量排水模式  

    設計不足，造成屋頂積水，最後入滲至屋內。 

  (二)依案例 2，屋頂之一側僅設置單一排水淺溝，未考量排水阻塞機率以及水  

    流速度坡度不足的問題，也是造成屋頂積水之原因。 

  (三)屋頂集水：東京民宅屋頂一側置積水槽排水，強降雨大水量較能迅速儲留 

     積流再排出屋外。 

  (四)最佳的排水措施應為排水路徑短，可以排掉任何的降水量，不蓄積雨水於 

    屋頂。免造成屋頂損害。 

4.2  利用日本電腦軟體試算，得到結果如下 

 〔例〕最大降雨量為 100mm/hr 的地區，屋頂面積為 360m
2 之建築物，其雨水

橫總管管徑。由表 2-4 查得當雨水橫總管之排水坡度設定為 1/96（1/100）時，

雨水橫總管管徑應為 150mmψ。 

〔解〕置入<屋頂排水設計軟體>計算結果，顯示排水能力不足應加大排水尺寸。 

   

     圖 4-1 日本屋頂排水設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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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台北與東京地區皆因氣候變遷所帶來瞬間豪大雨的機率升高，即降雨強度有

增加之趨勢，亦使得建築物屋頂雨水排水能力負擔為之加重，本研究旨在探討建

築物屋頂雨水排水效能，表列兩地區降雨量資料比較，以年最大降雨量之重現期

距頻率分析法作比較，並以實際之案例調查及電腦數據計算驗證等方式，探討屋

頂雨水排水管之排水量與降雨強度之關係以及兩地屋頂排水模式，顯示台灣法規

已不符合時令，應做進一步檢討。更甚而若能研擬出將雨水回收再利用，對永續

環境將有良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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