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702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田間項)  丙級  工作項目 01：灌溉排水計畫及

技術基本認識  

1. (2)  田間需水量為：  ①作物需水量＋田面蒸發量＋田間滲漏量  ②作物葉面蒸

散量＋田面蒸發量＋田間滲漏量  ③田間用水量＋田面蒸發量＋田間滲漏量

 ④田間用水量＋田間容水量＋田間滲漏量  。  

2. (4)  田間用水量為：  ①作物葉面蒸散量＋田面蒸發量＋田間滲漏量  ②田間容

水量－有效雨量  ③田間需水量＋有效雨量  ④田間需水量－有效雨量  。  

3. (1)  水門用水量為：  ①田間用水量＋輸水損失  ②田間用水量－輸水損失  ③田

間需水量＋有效雨量  ④田間需水量－有效雨量  。  

4. (1)  台灣之水稻栽培，根據歷年來試驗觀測，每一期作之水稻蒸散量及田面蒸

發量之和約為：  ①650 公厘  ②650 公分  ③950 公厘  ④950 公分  。  

5. (2)  混凝土Ｕ型內面工，計畫輸水斷面水理條件如下：水深 50 公分，底寬 100

公分，坡降 1/500。依庫特(Kutter)糙率係數 0.023。依曼寧公式(Manning 

Formula)估算其輸水流量約每秒多少立方公尺？  ①0.505 ②0.772 ③0.077 

④0.050 。  

6. (2)  混凝土Ｕ型內面工，計畫輸水斷面水理條件如下：水深 1 公尺，底寬 50

公分，坡降 1/300，糙率係數 0.014。依曼寧公式 (Manning Formula)估算其

輸水流量約每秒多少立方公尺？  ①0.005 ②0.7 ③0.07 ④0.05 。  

7. (3)  某輪區面積 50 公頃，一期作種植蓬萊種水稻，錯開日數 10 天，依秧田面

積採用本田面積的 1/25，秧田整田用水量約 200 公厘，則該輪區秧田整田

用水量約每秒多少立方公尺？  ①0.046 ②0.0092 ③0.0046 ④0.092 。  

8. (3)  本田面積 50 公頃，田間需水量 11 公厘 /日，渠道輸水損失率 20%，有效雨

量 2 公厘，則本田用水量每秒多少立方公尺？  ①0.033 ②0.0033 ③0.065 

④0.0065 。  

9. (1)  依觀測紀錄：6 月 1 日田間剩餘灌溉水深 30 公厘，6 月 2 日降雨量 14 公

厘，田間需水量 10 公厘，田間有效容量以 60 公厘為限，依逐日有效雨量

計算法，有效雨量多少公厘？  ①14 ②4 ③10 ④6 。  

10. (2)  依觀測紀錄：6 月 6 日田間剩餘灌溉水深 54 公厘，6 月 7 日降雨量 36 公

厘，田間需水量 10 公厘，田間有效容納以 60 公厘為限，依逐日有效雨量

計算法，有效雨量多少公厘？  ①36 ②16 ③26 ④6 。  

11. (1)  設計排水斷面時，下列那一項不是平時排水考慮對象？  ①暴雨  ②灌溉排

水  ③家庭及工業廢水  ④地下水流出  。  

12. (1)  抽水機效率依揚程而異，但排水計畫採用最高揚程者最不經濟。一般設計

以最高有效揚程的百分之幾左右為適當？  ①80 ②70 ③90 ④60 。  

13. (2)  排水路之構造物計畫排水量通常採用排水路斷面計畫排水量的幾倍？  ①0.

5 ②1.5 ③2.5 ④3.5 。  

14. (3)  下列那一項不是淋洗的基本要件？  ①地下排水情況良好  ②灌溉水水質良

好  ③農地整平  ④灌溉水水量充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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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下列那一項不是改良鹽分土壤，以確保作物產量的方法？  ①選擇耐鹽作物

或採用深耕法  ②加強淋洗  ③農地整平  ④淋洗配合化學藥劑處理  。  

16. (4)  對於鹽性鹼土及非鹽性鹼土需要配合化學方法淋洗時，下列那一項不是普

通使用的化學處理劑？  ①氯化鈣  ②石膏  ③硫磺  ④氯化鈉  。  

17. (2)  擬訂排水計畫時，下列那一項不是考慮因素？  ①內水位  ②有效雨量  ③外

水位  ④排水路出口位置及改良  。  

18. (4)  相較於其它量水堰或潛孔口，下列那一項不是巴歇爾量水槽之優點？  ①可

適用於自由流及潛流  ②槽內無泥砂淤積，量測可靠性大  ③檢定容量範圍

大  ④建造費及施工技術低  。  

19. (1)  消能構造物設計時，下列那一項不是消減急流動能的方法？  ①化學處理  

②碰擊  ③表面摩擦  ④促成水躍  。  

20. (1)  渠道襯砌內面工因地下水的存在，致有上浮或龜裂之危險時，為了排除地

下水，通常採用下列何種方法？  ①坡面設排水孔或地下排水渠  ②打樁  ③

夯實土基  ④加高頂部填土  。  

21. (3)  下列那一項不是決定渠道出水高施設的考慮因素？  ①工程種類及渠道大小

 ②構造物設施佈置  ③水質  ④洪水流入  。  

22. (3)  灌溉渠道斷面應能滿足尖峰灌溉用水量之需要，在水田實施機械作業後，

尖峰灌溉用水量大致以整田錯開時間幾日左右計算？  ①35 ②25 ③15 ④5

 。  

23. (2)  下列那一項不是現代化農業經營之農場結構與生產環境應具備之條件？  ①

坵塊形狀整齊與農場面積擴大  ②灌溉排水合流  ③有農路設備  ④耕地地盤

耐力能承受農機壓力以利機耕  。  

24. (2)  渠道設計時，下列那一項是為了渠道面不為流水所沖蝕及不發生水理上不

安定流況而應考慮者？  ①最小容許流速  ②最大容許流速  ③滲透最小斷面  

④最佳水理斷面  。  

25. (4)  渠道設計時，下列那一項是為了水流中泥沙不致淤積及水中不生長植物而

應考慮者？  ①最佳水理斷面  ②最大容許流速  ③滲透最小斷面  ④最小容許

流速  。  

26. (1)  內面工渠道設計時，下列那一項是為了同一通水斷面中，尋求潤周最小及

水力半徑最大而能獲得最大流量之斷面者？  ①最佳水理斷面  ②最大容許

流速  ③滲透最小斷面  ④最小容許流速  。  

27. (1)  與田埂間漫灌法比較，下列那一項不是噴灌法具有之主要優點？  ①農地整

平費較大  ②可應用於起伏不平的土地  ③可免過量深層滲漏與地面逕流損

失  ④可減少或節省興築水渠與田埂之農地  。  

28. (2)  開啟洩洪閘宣洩河水時，如果僅需要宣洩部分流量，若有三門洩洪閘，為

不致因開閘而促進河床質進渠，則應先開放那一門洩洪閘？  ①距進水口最

近者  ②距進水口最遠者  ③中間者  ④三門同時開放  。  

29. (2)  河川引水之進水口，應儘可能設在河道彎曲段之凹岸，並以設在在彎曲段

之何處為原則？  ①上半段  ②下半段  ③中段  ④上、中、下段皆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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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  旱作灌溉方法中，何者幾乎適用於一切作物、地形及土壤？  ①水盤法  ②

田埂間法  ③噴灌法  ④等高溝灌法  。  

31. (4)  設流量為 0.5 秒立方公尺，灌溉時間為 50 分鐘，灌溉本田面積為 15 公

頃，則灌溉水深為：  ①1.7 公厘  ②1.7 公尺  ③100 公厘  ④10 公厘  。  

32. (4)  設灌溉面積為 0.3 公頃，一次灌溉本田水深為 38 公厘，供水量為 0.084 秒

立方公尺，則灌溉所需時間為：  ①2 時 16 分  ②2 分 16 秒  ③22 時 37 分  

④22 分 37 秒  。  

33. (1)  設一次灌溉本田水深為 60 公厘，流量為 0.102 秒立方公尺，供水時間為 3

天，則灌溉面積為：  ①44.06 公頃  ②44.06 平方公里  ③44.06 平方公尺  ④

440.6 公頃  。  

34. (4)  一台甲相當於：  ①2.934 坪  ②29.34 坪  ③293.4 坪  ④2934 坪  。  

35. (3)  渠道路線所經之地，必須高於：  ①最低洪水位  ②平均洪水位  ③最高洪水

位  ④任何洪水位  。  

36. (3)  渠道路線橫跨河川宜以：  ①斜交  ②平行  ③直交  ④不相交  為原則。  

37. (1)  鹼土交換性鈉為：  ①大於 15% ②大於 10% ③大於 5% ④小於 10% 。  

38. (2)  鹽性鹼土交換性鈉為：  ①20%以上  ②大於 15% ③等於 15% ④小於 15%

 。  

39. (1)  鹽土交換性鈉為：  ①小於 15% ②大於 15% ③等於 15% ④0% 。  

40. (3)  土壤水分中對作物完全無效是：  ①毛管水  ②重力水  ③吸著水  ④田間保水

量  。  

41. (2)  曼寧公式為：  ①V＝C×R×A ②V＝1/nR 2/3S1/2  ③V＝C×S×R ④V＝α×H 。  

42. (1)  V＝1/nR2/3S1/2中的 R 指：  ①水力半徑  ②潤週  ③流水斷面  ④渠道水深  。  

43. (3)  鹽性鹼土指土壤中飽和浸出液之導電度在 25℃時：  ①小於 4millimhos/㎝  

②等於 4mill imhos/㎝  ③大於 4mill imhos/㎝  ④0millimhos/㎝  。  

44. (4)  輪作田灌溉大體屬：  ①分區漫灌  ②噴洒灌溉  ③田埂間灌溉  ④水平田埂間

灌溉  。  

45. (4)  土壤水分含量位能之表示法不適用者：  ①氣壓  ②PF 值  ③重量百分比  ④

含鹽量  。  

46. (4)  那種作物不屬於綠肥作物？  ①田菁  ②大陽麻  ③青皮豆  ④洋蔥  。  

47. (2)  依一定計畫在適當時期適當之水量依照順序依次配水之灌溉稱：  ①繼續灌

溉  ②輪流灌溉  ③間斷灌溉  ④非常灌溉  。  

48. (3)  一灌溉流量 1cms，灌溉面積 86.4 公頃，灌溉水深為多少公厘？  ①1 ②10 

③100 ④1000 。  

49. (3)  某灌區之小給水路輸水損失率 20%，旬計田間用水量 20 ㎜則輸水損失量

為  ①1 ㎜  ②3 ㎜  ③5 ㎜  ④7 ㎜  。  

50. (2)  某輪區灌溉期距 5.5 日，每日田間用水量 10 ㎜，乾田日數 0.5 日則一次灌

溉水深為：  ①30 ㎜  ②50 ㎜  ③70 ㎜  ④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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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  渠道之背水曲線 Back Watercurve 屬：  ①定量等速流  ②定量變速流  ③不

定量流  ④變量流  。  

52. (1)  流量(Q)＝1.84LH 3/2公式為  ①堰口  ②潛孔口  ③巴歇爾  ④圓縮口  量水設備

計算流量公式。  

53. (2)  流量(Q)＝1.4 水頭 H5/2公式為  ①梯形堰  ②90 °三角堰  ③矩形堰  ④圓縮口  

之流量公式。  

54. (1)  法蘭斯氏流量公式為：  ①矩形堰  ②潛孔口  ③巴歇爾  ④圓縮口  之流量公

式。  

55. (2)  湯姆氏流量公式為：  ①梯形堰  ②90 °三角堰  ③巴歇爾  ④圓縮口  之流量公

式。  

56. (2)  一般量水設備計算流量，對接近流速者均：  ①考慮  ②不考慮  ③不一定  ④

略考慮  。  

57. (2)  堰口量水堰流量 (Q)計算公式之流量係數：  ①0～1 ②1～2 ③2～3 ④3～4

 。  

58. (3)  量水堰公式多為：  ①理論公式  ②半理論公式  ③實驗公式  ④其他  。  

59. (2)  矩形堰無接近流速時，流量係數約在：  ①0.84 ②1.84 ③2.84 ④3.84 。  

60. (1)  堰口量水堰水尺零點刻劃最好與堰頂：  ①同高  ②高 1 吋  ③高 2 吋  ④高 4

吋  。  

61. (1)  灌溉之主要目的，在於供給作物生長必要的水份，謂之  ①濕潤灌溉  ②培

肥灌溉  ③洗鹽灌溉  ④旱作灌溉  。  

62. (2)  灌溉次要目的，是使土壤吸收灌溉水中之肥分，以施肥為主要目的者，謂

之  ①濕潤灌溉  ②培肥灌溉  ③洗鹽灌溉  ④旱作灌溉  。  

63. (4)  何者不是灌溉之目的？  ①調節土壤溫度  ②除蟲  ③洗鹽  ④改變土壤的化學

性  。  

64. (3)  在乾燥地方或海岸地帶，可利用淡水灌溉，溶解耕土中之鹽份，使土壤含

鹼濃度逐漸降低，謂之  ①濕潤  ②培肥  ③洗鹽  ④酸化  。  

65. (4)  排水之目的除了可除去耕地內積水或降低地下水位外，下列何者非排水功

效？  ①地溫增高  ②霜害減少  ③旱災減少  ④抑制作物根部伸長  。  

66. (4)  下列何者不是優良灌溉土壤則應具有的條件？  ①灌溉水源豐富水質優良  

②鹽分含量低  ③土壤滲透性中等  ④土壤中交換性鈉及鈉吸著率值高  。  

67. (3)  下列何者不是目前農田水利會具有之三生功能？  ①生活性  ②生產性  ③生

育性  ④生態性  。  

68. (3)  下列何者不是評定灌溉用水之品質需注意者？  ①灌溉用水之混濁度  ②含

鹽分之高低  ③水的重量  ④其他有害物質的含量  。  

69. (1)  影響灌溉用水之混濁度最主要因素為  ①坋粒  ②酸鹼度  ③氨氮  ④溫度  之

含量。  

70. (1)  灌溉水質的無機性鹽類含量大都以  ①電導度  ②溫度  ③酸鹼度  ④鈉吸著率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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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3)  下列何者為測量水質之導引電流之容量  ①酸鹼度  ②溫度  ③電導度  ④鈉吸

著率  。  

72. (1)  電導度的單位以總和溶解鹽類濃度表示，通常以水溫  ①25 °C ②27 °C ③24 °

C ④16 °C 作為基準。  

73. (4)  電導度的等級可分為  ①3 ②4 ③5 ④6 級。  

74. (4)  下列何者為灌溉水中鈉與鈣、鎂離子濃度之比率將成為判斷水質優劣之重

要指標？  ①氨氮  ②酸鹼度  ③電導度  ④鈉吸著率  。  

75. (4)  灌溉水之鈉吸著率(SAR)值分為  ①2 ②3 ③4 ④5 級。  

76. (1)  符合灌溉水質 PH 值之限值為  ①6.0-9.0 ②1.0-3.0 ③3.0-5.0 ④10.0-12.0 。  

77. (3)  灌溉水質標準之鈉吸著率(SAR)項目限值為  ①2.0 ②4.0 ③6.0 ④8.0 。  

78. (2)  灌溉水質標準之電導度(μmhos/㎝ 25℃)項目限值為  ①550 ②750 ③950 ④

1250 。  

79. (1)  灌溉水質標準之汞(Hg)項目限值為  ①0.005 ②0.05 ③0.5 ④5 。  

80. (2)  灌溉水質標準之鎘(Cd)項目限值為  ①0.001 ②0.01 ③0.1 ④1.0 。  

81. (4)  下列何者不是改善不良灌溉水質之處理方法？  ①污泥浚渫  ②流況改善  ③

污染負荷之減少  ④禁止水循環  。  

82. (3)  改善不良灌溉水質在高灘地減少污染負荷之施行方法為  ①設蛇籠堰  ②設

滯留堰  ③設酸化池  ④施行在水深淺處  。  

83. (1)  改善不良灌溉水質在低水路減少污染負荷之施行方法為  ①設蛇籠堰  ②酸

化水路  ③設酸化池  ④散水高灘地  。  

84. (1)  目前台灣地區灌溉水污染源以  ①工業廢水  ②畜牧廢水  ③市區廢水  ④雨水

 占第一位。  

85. (1)  台灣主要灌溉水源以  ①河川  ②水庫  ③湖沼  ④地下水  為主。  

86. (1)  台灣大小河川之主要河川為  ①21 條  ②29 條  ③79 條  ④129 條  。  

87. (2)  台灣大小河川共計  ①119 條  ②129 條  ③149 條  ④169 條  。  

88. (1)  台灣地區河流長度最長者為  ①濁水溪  ②高屏溪  ③大甲溪  ④新店溪  。  

89. (2)  台灣地區河流流域最大者為  ①淡水河  ②高屏溪  ③大安溪  ④蘭陽溪  。  

90. (4)  下列何者不是流速測量之方法？  ①浮標測法  ②流速儀測法  ③水面波降法  

④目測法  。  

91. (2)  地表水(溪河流量 )之流速測量中將流速儀沉入水中，觀測斷面上各點之流

速，推算該斷面之平均流速稱之  ①浮標測法  ②流速儀測法  ③水面波降法  

④目測法  。  

92. (4)  在地球表面的水，能用井、隧道或排水溝收集者，或能經由滲流或噴泉自

然地流至地面者稱之為  ①地面水  ②雨水  ③自來水  ④地下水  。  

93. (1)  由於地下水在重力的作用下自由地移動至井中，因此亦可稱為自由水或是  

①重力水  ②吸著水  ③毛管水  ④薄膜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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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  落在地面上的雨水，除逕流及小部份蒸發外，其餘通過土壤空隙，受地心

引力作用，漸次向下層滲降，最後儲積在飽和層，即地下水層中，此種現

象稱為：  ①滲透  ②擴散  ③飽和  ④蒸發  。  

95. (4)  下列何者不是地下水的流動的形式？  ①滲漏  ②毛管水運動  ③地下紊流  ④

地表逕流  。  

96. (4)  台灣水庫按照水源適用目標的分類，何者為單目標水庫？  ①石門水庫  ②

曾文水庫  ③白河水庫  ④虎頭埤水庫  。  

97. (2)  台灣水庫按照水源適用目標的分類，何者為多目標水庫？  ①德元埤水庫  

②曾文水庫  ③虎頭埤水庫  ④鹽水埤水庫  。  

98. (1)  土壤剖面包含有許多有機質和植物的根系，這層易受地面耕作的影響，且

常有深暗(棕色至黑色 )的顏色為  ①耕犁層  ②深耕犁層  ③底土層  ④岩基層

 。  

99. (2)  土壤剖面包含較少有機質和植物的根系，這層幾乎不受到正常的地面耕作

活動影響，經常是呈現灰色，且常帶有微黃或微紅的斑點為  ①耕犁層  ②

深耕犁層  ③底土層  ④岩基層  。  

100. (3)  土壤剖面中幾乎沒有發現任何的有機質和植物的根系，這層對於植物的生

長並不是很重要為  ①耕犁層  ②深耕犁層  ③底土層  ④岩基層  。  

101. (4)  土壤剖面包含有岩石，岩石風蝕後形成土壤為  ①耕犁層  ②深耕犁層  ③底

土層  ④岩基層  。  

102. (1)  在土壤中砂土、坋土和黏土所佔的比例，取決於土壤的  ①質地  ②顏色  ③

重量  ④價值  。  

103. (2)  土壤的入滲率是水份進入土壤的速度，它通常以  ①1 分鐘  ②1 小時  ③30

分鐘  ④1 天  中，土壤能吸入水份的深度測量。  

104. (2)  當灌溉水施灌於田間時，剛開始水份容易入滲，但當土壤變濕時，入滲率

則  ①變快  ②變慢  ③不變  ④不一定  。  

105. (1)  主要耕作制度或方式：有充足水源，每一年可種植兩期水稻之水田  ①雙期

作田  ②單期作田  ③輪作田  ④蔗作田  。  

106. (2)  在第一期作水稻田末與第二期水稻整地前之期間，所種植之短期作物稱為  

①輪作田  ②中間作  ③雙期作田  ④單期作田  。  

107. (3)  第二期水稻田末與隔年第一期水稻田整地前期間，所種植之短期作物稱為  

①輪作田  ②中間作  ③冬季裏作  ④單期作田  。  

108. (4)  作物生長時所需蒸散與附近土壤蒸發水分之總和，稱為  ①輪區用水量 (TR)

 ②田間灌溉用水量 (FIR) ③田間耗水量(WR) ④蒸發散量(ET) 。  

109. (3)  蒸發散量與滲漏量之和不論供水來源為灌溉水或雨水，稱為  ①輪區用水量

(TR) ②田間灌溉用水量(FIR) ③田間耗水量(WR) ④蒸發散量(ET) 。  

110. (2)  供水來源均為灌溉水，因此田間灌溉用水量為田間耗水量與有效雨量之

差，稱為  ①輪區用水量(TR) ②田間灌溉用水量(FIR) ③田間耗水量(WR) 

④蒸發散量(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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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4)  灌溉時期所降的雨，可供作物利用之水量，並可減少灌溉水量者，稱為  ①

無效雨量  ②最大雨量  ③最小雨量  ④有效雨量  。  

112. (1)  為田間灌溉用水量加上小給水渠之輸水損失，亦即為某輪區分水門之流

量，稱為  ①輪區用水量(TR) ②田間灌溉用水量(FIR) ③田間耗水量(WR) 

④作物需水量 (ET) 。  

113. (1)  當土壤水分持續累積超過根系土壤吸力時，則會滲至根系以下，該部分水

量即為  ①滲漏量  ②蒸發散量  ③田間耗水量  ④作物需水量  。  

114. (2)  下列何者不是水稻的灌溉方式？  ①繼續灌溉  ②滴水灌溉  ③間歇灌溉  ④輪

流灌溉  。  

115. (4)  一般係在灌該之階段內施行各輪區或各系統之輪流引水之灌溉方法，稱為  

①繼續灌溉  ②自由灌溉  ③間歇灌溉  ④輪流灌溉  。  

116. (1)  下列何者新鮮收穫作物在末期階段，需水量仍需維持與中期階段相同水

量？  ①萵苣  ②棉花  ③玉米  ④向日葵  。  

117. (3)  下列何者不是乾燥收穫作物，於末期階段的需水量是最少  ①水稻  ②棉花  

③甘藍菜  ④向日葵  。  

118. (3)  水利會應依據灌溉地清冊、灌溉地籍圖，訂定年度正常灌溉計畫，並報  ①

鄉鎮公所  ②里辦公處  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④縣市政府  備查後公告之。  

119. (4)  引水口或分水口應由水利會設置水門指定專人管理之，重要水門並應配有

適當之  ①抽水設備  ②冷凍設備  ③分水設施  ④量水設備  ，經常記錄水位

及流量。  

120. (1)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之農田排水，由  ①農田水利會  ②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③縣市政府  ④鄉鎮公所  負責維護管理。  

121. (3)  農田水利會所屬之灌排系統，未經水利會之同意，不得擅自排放廢（污）

水，  ①市區排水  ②區域排水  ③灌溉專用渠道  ④農田排水  則絕對禁止排

放廢（污）水。  

122. (3)  灌溉用水若遭受廢（污）水污染，水利會應向當地  ①警察機關  ②地政機

關  ③環保主管機關  ④稅捐機關  舉發，並依損害情形對污染者加以求償。  

123. (1)  凡在農田水利設施興建之公共設施，其施設物產權歸屬興建單位，並負責

維護管理。但輸水管理由  ①農田水利會  ②縣市政府  ③鄉鎮公所  ④農民自

管  負責。  

124. (3)  水利會對農田水利設施應分區分段派員經常巡視，如有損壞或漏水應即派

工修復。小給排水路之平時養護及災害搶修，應由相關灌溉排水  ①債權人

 ②督導人員  ③受益人  ④擔保人  分段負責辦理。  

 

 

15702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田間項)  丙級  工作項目 02：瞭解灌溉排水設

施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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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以混凝土為材料構築之渠道，其 n 值通常取：  ①0.010 ②0.014 ③0.020 ④

0.030 。  

2. (4)  輸水之暗渠設施所承受壓力有：  ①水流壓力  ②內壓力  ③外壓力  ④水流壓

力及外壓力  。  

3. (1)  灌溉用之攔河堰其主要功能為：  ①提高水位  ②蓄水調節  ③保護取水工  ④

洪水溢流  。  

4. (4)  渠道與其他渠道、溪流、排水路相交，或經過窪地時，不可用之輸水構造

物為：  ①渡槽  ②虹吸工  ③暗渠  ④跌水工  。  

5. (1)  倒虹吸工淤泥之清除方式通常為：  ①設排泥閥  ②人工進入清除  ③機械抽

泥  ④調整流速清除  。  

6. (2)  渠道經過地形較陡之處且水中含砂量多者，選用之設施為：  ①陡槽  ②跌

水工  ③靜水池  ④其他設施  。  

7. (3)  跌水工使用型式有：  ①僅垂直式一種  ②僅傾斜式一種  ③垂直式、傾斜式

均有  ④拋物線式  。  

8. (4)  分水工不是將水從一個渠道分水到：  ①兩個渠道  ②三個渠道  ③多個渠道  

④田區  。  

9. (2)  量水堰之量水範圍：  ①大不精確  ②大相當精確  ③小很精確  ④小不精確

 。  

10. (3)  量水堰用之量水尺或量水井為測定堰頂水頭以便計算流量，其位置要在堰

上游距堰板之距離為：  ①2 倍最大水頭  ②3 倍最大水頭  ③4 倍以上最大水

頭  ④5 倍以上最大水頭  。  

11. (3)  定水頭量孔口其量水門前之水位與幹渠之水位相差  ①4 ㎝  ②5 ㎝  ③6 ㎝  

④7 ㎝  。  

12. (2)  1 呎至 8 呎巴歇爾量水槽屬中型，自由流時  ①H
b
/H
a
＜0.6 ②H

b
/H
a
＜0.7 ③

H
b
/H
a
＜0.8 ④H

b
/H
a
＜0.9 。（H

a
：上游水位；H

b
：下游水位）  

13. (2)  設某渠道之底寬為 60 ㎝，水深為 50 ㎝，其流速為 1.5m/sec，則其流量為  

①0.30m3 /sec ②0.45m3 /sec ③0.50m3 /sec ④0.55m3 /sec 。  

14. (1)  一般灌溉排水工程常用之抽水機為：  ①離心式抽水機  ②迴轉式抽水機  ③

往復式抽水機  ④加壓式抽水機  。  

15. (3)  全壓力式管路系統為：  ①開放式管路系統  ②半開放式管路系統  ③閉塞式

管路系統  ④自由流式管路系統  。  

16. (1)  灌溉排水渠道常用之設計水流為：  ①定量等速流  ②定量變速流  ③不定量

等速流  ④不定量變速流  。  

17. (1)  渠道之漸變段通常使用於：  ①構造物進、出水口  ②縱坡變換點  ③流量變

化點  ④流速變化點  。  

18. (2)  當渠道經過河川、山谷、排水路等時，通常：  ①繞道經過  ②使用渡槽或

虹吸工  ③使用隧道  ④使用暗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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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越域引水可能之經濟方法為使用：  ①明渠繞道引水  ②隧道  ③暗渠  ④座槽

 。  

20. (1)  考慮水理上、經濟上及施工要素，隧道斷面多用：  ①馬蹄形  ②圓形  ③矩

形  ④任何形狀  。  

21. (4)  下列各項何者不是分水工型式？  ①溢流式  ②潛流式  ③分水鞍  ④射流式

 。  

22. (3)  兼有分水及量水功能之設施通常可用：  ①量水堰  ②巴歇爾量水槽  ③定水

頭孔口量水門  ④水尺  。  

23. (4)  下列各項何者無法排除渠中水量之退水設施？  ①側渠溢道  ②閘門退水路  

③虹吸溢道  ④沈砂池  。  

24. (4)  下列各項何者不是用於流末工設施？  ①暴雨逕流流入  ②排水流入輸水幹

渠  ③灌溉水渠末流入輸水幹渠  ④污水流入輸水幹渠  。  

25. (3)  離心式抽水機係利用葉輪之旋轉，將流體之動能變為位能，故：  ①僅適用

於小流量  ②僅適用於大流量  ③大小流量均適用  ④不適用於大流量  。  

26. (2)  為不使抽水機發生穴蝕現象，其吸水過程一般：  ①很少超過 5m ②很少超

過 6m ③很少超過 8m ④很少超過 10m 。  

27. (1)  管路設施之最高能量線與地面之高差在 5m 以下時，其通氣設施為：  ①可

採用通氣豎座  ②一定使用通氣閥  ③減壓閥  ④不必設置通氣設施  。  

28. (1)  如河道水位穩定，為減少泥沙流入渠中，其取水方式多用：  ①自然引水  

②設堰引水  ③抽水引水  ④閘門  。  

29. (1)  攔河堰基礎岩盤離河床深度淺時可用：  ①固定堰  ②浮式堰  ③溢流堰  ④他

種型式堰  。  

30. (4)  下列何者不是裝設於渠首工之水門型式？  ①上下啟閉型式  ②傾倒起伏啟

閉式  ③回轉啟閉型式  ④中間回轉啟閉型式  。  

31. (2)  攔河堰之溢洪道功能為：  ①固定河川流心  ②排除洪水期洪水  ③供排砂用  

④兼有排洪及排砂功能  。  

32. (4)  下列何者不是取水口沈砂池之功能：  ①可沈淤泥  ②可沈細砂  ③可沈粗砂  

④分配及調節水量  。  

33. (2)  取水閘門前所設置之攔污柵，為便利清除雜物，其傾斜坡度為：  ①1：0.2 

②1：0.3 ③1：0.4 ④1：0.5 。  

34. (4)  人工渠道其幾何斷面均為有計畫之斷面，其中不常用之形狀為：  ①梯形  

②矩形  ③圓形  ④馬蹄形  。  

35. (4)  下列何者不屬於人工渠道？  ①土渠  ②內面工渠道  ③管路  ④渡槽  。  

36. (3)  渠道中設有急流槽及拋射槽，此項構造屬：  ①垂直式跌水工  ②傾斜式跌

水工  ③陡槽  ④消能設施  。  

37. (4)  下列何者不是分水工之分類？  ①潛流型  ②溢流型  ③混合型  ④自由流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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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4)  下列何者不是閘門退水之功能？  ①可全部排除渠中水量  ②供排除渠中沈

澱物  ③可供排除超出計畫流量之過剩水量  ④分配灌溉用水  。  

39. (2)  當河川水位高於排水路出口水位時，則須用：  ①自然排水  ②機械排水  ③

閘門排水  ④暗渠排水  。  

40. (2)  低揚程抽水機，其全揚程之範圍為  ①1.5～8m ②1.5～9m ③1.5～10m ④1.

5～11m 。  

41. (4)  下列那一項不是渠道漸變段之目的？  ①使水流動較為平滑  ②減少能量損

失  ③減低渠道沖蝕至最小  ④消除過剩之能量  。  

42. (3)  下列那一項不是跌水工之目的？  ①穩定水流防止渠道之沖刷  ②消除過剩

之能量  ③減少能量損失  ④短距離內調整水路高差  。  

43. (4)  選定分水工位置時，下列那一項非其條件？  ①上游要有相當距離之直線渠

道  ②上游渠道縱坡儘量使成緩坡或水平  ③上游渠道內須無分水之阻礙物

滾落或淤積  ④應鄰接渠道彎曲段下游  。  

44. (3)  下列那一項不是量水設備？  ①巴歇爾量水槽  ②定水頭量水門  ③陡槽  ④潛

孔口  。  

45. (1)  巴歇爾量水槽之大小，是以下列那一項為準？  ①喉道寬  ②上游段入口寬  

③下游段出口寬  ④量水槽全長  。  

46. (2)  地面坡度大，排水路超過最大容許流速時，下列那一項不是用以緩和坡降

或增加最大容許流速的方法？  ①跌水工  ②渠首工  ③急流工  ④內面工  。  

47. (4)  直接供水入田之渠道稱為：  ①導水路  ②支渠  ③分渠  ④小給水路  。  

48. (4)  下列何種尺寸屬於灌溉用小型巴歇爾量水槽？  ①3 呎  ②6 呎  ③9 呎  ④6 吋

 。  

49. (4)  何者不屬於明渠灌溉系統中之水源設施？  ①水庫  ②攔河堰  ③抽水站  ④渡

槽  。  

50. (1)  何者屬於灌溉系統中之輸水設施？  ①虹吸工  ②水庫  ③攔河堰  ④抽水站

 。  

51. (2)  具有控制水位以引入需要流量之構造物為：  ①路橋  ②攔河堰  ③涵洞  ④渡

槽  。  

52. (3)  何者為量水構造物？  ①虹吸工  ②涵洞  ③孔口  ④渡槽  。  

53. (4)  何者不是量水設備？  ①堰  ②孔口  ③巴歇爾水槽  ④壓力錶  。  

54. (1)  給水路中用以控制配水方向之構造物稱：  ①分水箱  ②流末工  ③圳流工  ④

排洪道  。  

55. (4)  制水閘屬  ①輸水設備  ②調節設備  ③分水設備  ④輸配水設備  。  

56. (4)  與巴歇爾量水槽無關者：  ①收縮段  ②喉寬  ③漸寬段  ④水門  。  

57. (3)  下列何者為調節分配輪區給水量應有之量水設備？  ①分水門  ②節制閘  ③

給水門  ④放水門  。  

58. (2)  靜水池之功能為：  ①增加能量  ②消耗水流部份能量  ③消耗水流全部能量  

④調整水流，不能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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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  虹吸管使用之管徑愈大，則損失水頭：  ①愈大  ②愈小  ③差異不大  ④與管

徑無關  。  

60. (4)  渠道常用之靜水池有：  ①一種  ②二種  ③三種  ④四種  。  

61. (4)  下列何者非為渡槽之主要型式？  ①鋼架  ②鋼筋混凝土  ③預力混凝土  ④蛇

籠  依條件選用之。  

62. (1)  明渠中量水設備測定流量，最經濟而精確之量水構造物為  ①堰口  ②潛孔

口  ③巴歇爾  ④WSC 量水槽  。  

63. (1)  三角型量水堰為：  ①堰口  ②潛孔口  ③巴歇爾  ④圓縮口  之一種。  

64. (2)  撤普利地量水堰為：  ①矩形  ②梯形  ③90 °Ｖ形  ④圓縮口  。  

65. (1)  標準收縮矩形堰，其堰頂寬度：  ①小於  ②大於  ③等於  ④接近  引渠寬

度。  

66. (3)  收縮矩形堰所稱收縮之堰口係指：  ①上下收縮  ②左右收縮  ③上下左右均

受收縮  ④固定不能收縮  。  

67. (1)  標準收縮矩形堰堰墻上游面應為：  ①垂直  ②1 比 0.3 斜面  ③1 比 0.5 斜面  

④1 比 0.4 斜面  。  

68. (3)  標準收縮矩形堰之水頭，應為堰頂與距堰上游約為堰頂最大水頭：  ①1～2

倍  ②3～4 倍  ③4～6 倍  ④6～8 倍  處水面之高度差。  

69. (1)  標準收縮矩形堰堰頂高度及邊側寬度，最好不小於堰頂最大水頭之：  ①2

倍  ②3 倍  ③4 倍  ④5 倍  。  

70. (1)  標準收縮矩形堰之流量，若因省略接近流速，而產生較大誤差時，對接近

流速：  ①應該  ②不必  ③不一定  ④似可  予以修正。  

71. (1)  標準不收縮矩形堰，其堰頂含有一：  ①薄片  ②厚片  ③無片  ④圓形片  。  

72. (1)  標準不收縮矩形堰之寬度與引渠寬度  ①相同  ②大於  ③小於  ④無關  。  

73. (1)  標準撤普利地堰，其邊側向外坡度為：  ①1 比 4 ②1 比 3 ③2 比 3 ④2 比 4

 。  

74. (1)  Ｖ型缺口堰特別適用於量測：  ①量小  ②量大  ③中等  ④極大  之流量。  

75. (1)  堰口流量觀測前要量測：  ①堰寬或角度、水尺水深  ②堰高、流速  ③堰

長、水尺水深  ④堰寬或角度、流速  。  

76. (3)  定水頭孔口量水門一般水頭差採用：  ①0.04 公尺  ②0.05 公尺  ③0.06 公尺  

④0.07 公尺  。  

77. (1)  孔口量水堰主要優點在適用於坡度：  ①平緩  ②陡坡  ③很急  ④中等  之渠

道上。  

78. (2)  孔口量水堰缺點：  ①需較大水頭  ②孔壁後 1 淤積泥砂  ③水頭差較大  ④流

速不大  。  

79. (1)  巴歇爾量水槽以喉道寬度為準，其寬度九吋者屬：  ①小型  ②中型  ③大型  

④特大型  。  

80. (2)  巴歇爾量水槽大型者，喉道寬度至少：  ①5 呎  ②10 呎  ③15 呎  ④20 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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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  水流經巴歇爾水槽喉道之縮口斷面，其流速較渠道之自然流速為：  ①小  

②大  ③相等  ④相近  。  

82. (2)  三角堰量水讀得水頭較矩形及梯形為：  ①低  ②高  ③相近  ④相等  。  

83. (3)  三角形缺口量水堰，通常採用形狀多為：  ①30 度  ②60 度  ③90 度  ④120

度  。  

84. (3)  量水堰供水流通缺口稱為：  ①堰頂  ②堰高  ③堰口  ④水頭  。  

85. (3)  量水堰堰頂與上游某點之水位稱為：  ①堰高  ②堰頂  ③堰上水頭  ④其他

 。  

86. (4)  潛水孔口量水設施之孔口形狀：  ①須為矩形  ②須為圓形  ③須為方形  ④任

何形狀  。  

87. (1)  一般採用潛水孔口量水較精確之形狀為：  ①矩形  ②圓形  ③方型  ④三角形

 。  

88. (3)  排水依功能及集水區域特性，下列何者是指排洩停滯於農田田面及表土內

過剩之水？  ①市區排水  ②事業排水  ③農田排水  ④區域排水  。  

89. (2)  排水依功能及集水區域特性，下列何者是指排洩經依下水道法規劃設置排

水設施內之雨水或污水？  ①事業排水  ②市區排水  ③農田排水  ④區域排水

 。  

90. (1)  排水依功能及集水區域特性，下列何者是指排洩事業使用後之廢水、污水

及水力發電後之尾水？  ①事業排水  ②市區排水  ③農田排水  ④區域排水

 。  

91. (4)  排水依功能及集水區域特性，下列何者是指排洩二種以上匯流或排洩區域

性地面或地下之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但不包括已有主管機關管

轄之排水？  ①事業排水  ②市區排水  ③農田排水  ④區域排水  。  

92. (1)  中央管區域排水之排水集水區域及設施範圍之劃定、變更，由  ①經濟部水

利署  ②縣市政府  ③鄉鎮公所  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審查後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公告。  

93. (1)  直轄市管、縣 (市)管區域排水之排水集水區域及設施範圍由  ①直轄市、縣

(市)政府  ②立法院  ③鄉鎮公所  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審查後報水利署核轉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94. (4)  區域排水設施管理使用之埋設水管、油管、氣管或其他埋設物之頂高應低

於該排水斷面最低點及計畫排水渠底  ①高 2.0 公尺  ②高 0.5 公尺  ③高 1.0

公尺  ④高 1.5 公尺  。  

95. (1)  水利法所稱用水標的之順序最優先為  ①家用及公共給水  ②農業用水  ③水

力用水  ④工業用水  。  

96. (3)  匯集兩條以上小排之排水路稱之為中排，故中排之集水面積約在  ①1 公頃  

②10 公頃  ③100 公頃  ④1,000 公頃  左右。  

97. (1)  灌溉排水系統管理工作站劃分負責從水源到導水路之工作站稱之  ①水源工

作站  ②水路工作站  ③灌溉工作站  ④水利小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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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2)  灌溉排水系統管理工作站劃分負責從幹線、支線、分線之工作站稱之  ①水

源工作站  ②水路工作站  ③灌溉工作站  ④水利小組  。  

99. (3)  灌溉排水系統管理工作站劃分負責從小給水路、農田、小排水路之工作站

稱之  ①水源工作站  ②水路工作站  ③灌溉工作站  ④機電保養站  。  

100. (1)  灌溉排水系統管理工作劃分協助小給水路及小排水路之管理維護為  ①水利

小組  ②縣市政府  ③鄉鎮區公所  ④警政單位  。  

101. (3)  由農田→小排水路→中排水路→大排水路→河川入海之系統稱之  ①輸水系

統  ②配水系統  ③排水系統  ④灌溉系統  。  

102. (1)  管理人員更應充分瞭解排水系統狀況，當外水位  ①高於  ②低於  ③等於  ④

小於  耕地標高時，應關閉排水閘門，以防止排水倒灌。  

103. (4)  管理人員更應充分瞭解排水系統狀況，當外水位  ①上升  ②不變  ③溢流  ④

降低  時，即應開啟閘門，實施排水，將耕地積水排除。  

104. (4)  下列何者不是構成地下排水系統  ①吸水管  ②集水管  ③截水管  ④渡槽  。  

105. (1)  地下排水系統自然排出式之出口為集水幹線之出口，直接排入自然河道或

排入海，但需注意其排出幹管之出口，至少應高出天然河道或排水路之常

水位  ①30 公分  ②20 公分  ③10 公分  ④5 公分  以上。  

106. (2)  大規模河川改道計畫，常採用過去最大或發生頻率  ①20-50 年  ②50-200 年

 ③200-250 年  ④250-300 年  之降雨或洪水量為計劃之依據。  

107. (3)  某一排水區 25 年頻率連續三日降雨量為 606 ㎜，設排水時間 (T)為 3 天，

逕流係數(C)=0.8，單位排水量為  ①0.0019cms/ha ②0.19cms/ha ③0.019cm

s/ha ④1.9cms/ha 。  

108. (1)  農田排水設施之維護管理機關或事業負責人為  ①農田水利會  ②縣、市政

府  ③鄉、鎮、市、區公所  ④經濟部水利署  。  

109. (1)  區域排水設施同一縣 (市)轄區內之維護管理機關為  ①縣(市)政府  ②鄉、

鎮、市、區公所  ③事業排水負責人  ④農田水利會  。  

110. (4)  下列何者不是水源設施？  ①水庫  ②攔河堰  ③水井  ④虹吸工  。  

111. (1)  下列何者不是輸水設施？  ①水庫  ②明渠  ③隧道  ④暗渠  。  

112. (3)  下列何者不是配水設施？  ①給水門  ②分水箱  ③埤塘  ④給水路  。  

113. (4)  下列何者不是排水設施？  ①排水門  ②排水暗管  ③退水道  ④渡槽  。  

114. (2)  灌溉設施之配水路、分水箱等稱為  ①輸水設施  ②配水設施  ③量水設施  ④

排水設施  。  

115. (4)  排水暗管、排水渠道、退水道等稱為  ①輸水設施  ②配水設施  ③量水設施  

④排水設施  。  

116. (1)  灌溉設施之導水路、幹線、支線等稱為  ①輸水設施  ②配水設施  ③量水設

施  ④排水設施  。  

117. (3)  水庫、蓄水池、攔河堰及抽水設備等稱為  ①輸水設施  ②配水設施  ③水源

設施  ④排水設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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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2)  水利會灌溉系統，由輸水起點至末端，下列何者正確？  ①幹線→分線→支

線  ②幹線→支線→分線  ③支線→分線→幹線  ④支線→幹線→分線  。  

119. (2)  穿越公路可以下列構造物較合適？  ①水橋  ②倒虹吸  ③渡槽  ④明渠  。  

120. (1)  跨越山谷之水工構造物稱為  ①渡槽  ②倒虹吸  ③隧道  ④渠首工  。  

121. (4)  為使攔河堰抬高水位之後，能將河水引入渠道之構造物，稱為  ①渡槽  ②

倒虹吸  ③隧道  ④渠首工  。  

122. (3)  水路位穿過山頭，採用何者構造物較適當？  ①渡槽  ②倒虹吸  ③隧道  ④渠

首工  。  

 

 

15702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田間項)  丙級  工作項目 03：灌溉排水維護工

程現場作業  

1. (1)  工程施工於什麼季節品質最好？  ①乾旱季  ②灌溉期  ③雨季  ④地下水位高

時期  。  

2. (3)  於工程施工時遇地方民眾無理要求時：  ①任由承包商處理  ②馬上答應  ③

秉公處理  ④請上級決裁  。  

3. (4)  施工不須按設計圖在現地上定中心線可分：  ①直線  ②曲線  ③邊界線  ④地

下水位  。  

4. (2)  施工直線定中心線時距離在 1－2 公里採用經緯儀置放在起點Ａ點，瞄準

Ｂ時中間每：  ①10 公尺  ②20 公尺  ③30 公尺  ④40 公尺  設一木樁。  

5. (4)  要使混凝土拌合均勻無關的要素：  ①拌合設備之運用得當  ②拌合時間之

適宜控制  ③運轉速度之合乎規定  ④水泥品牌之選用  。  

6. (3)  一般設計圖上不採用：  ①地盤線較細  ②計畫線較粗  ③構造物皆虛線  ④圖

上方指北方  。  

7. (3)  工程圖樣之度量衡單位採用公制尺寸均以：  ①公厘  ②公分  ③公尺  ④公里

 為基本單位。  

8. (4)  工程圖樣需繪箭頭之處甚多，依用途不採用：  ①尺寸箭頭  ②指示箭頭  ③

指向箭頭  ④理倫箭頭  。  

9. (1)  縱斷面圖製作表示上游至下游：  ①由圖左向圖右  ②由圖右向圖左  ③由圖

左向圖右或由圖右向圖左皆可  ④隨設計者意志  。  

10. (1)  縱斷面圖之內容應包括曲線、樁號、單距、地盤高、計畫高、坡降及挖填

高。挖填高的記號：  ①挖用－，填用＋  ②挖用＋，填用－  ③兩者皆可  ④

採用自己的方法  。  

11. (3)  縱斷面圖地盤高、計畫高、挖填高以公尺表示，其數字採用到小數點：  ①

第一位  ②第二位  ③第三位  ④第四位  。  

12. (2)  凡工程施工期間內或竣工期限內，竣工複驗合格以前遇天災地變災害情形

應於災害發生：  ①二日內  ②三日內  ③五日內  ④七日內  報請上級呈報。  

Page 14 of 46



13. (1)  施工廠商無正當理由且不能按契約規定期限竣工，應按全部工程結算金額

徵納延期罰金每天罰：  ①千分之一  ②千分之五  ③千分之十  ④千分之十五

 。  

14. (2)  依規定工程完工時，需附全數量七天及：  ①十四天  ②二十八天  ③三十天  

④三十五天  的混凝土抗壓強度報告表。  

15. (2)  為控制混凝土表面，因收縮導致之裂縫而設的伸縮縫，其所需之深度通常

為混凝土厚度之  ①1/2～1/3 ②1/3～1/4 ③1/4～3/4 ④1/3～3/4 。  

16. (2)  混排塊石施工時，基礎上應灑水飽和並置放混凝土一層，厚約  ①5 公分  ②

10 公分  ③15 公分  ④20 公分  。  

17. (3)  混凝土內面工伸縮縫規定每四公尺設一處，設置時：  ①隨工作方便施設  

②每四公尺隨意設置  ③每四公尺設置並依其厚度規定並成直線  ④每十公

尺隨意設置  。  

18. (2)  加設於堤防坡面之保護層，用以增加堤防坡面抵禦水流沖刷之強度，防止

堤防之沖蝕崩塌之部份工程稱為：  ①護岸  ②護坡  ③堤防  ④渠道  。  

19. (2)  水準測量時，由水準基面至水準儀之視準面之垂直距離稱為：  ①地盤高  

②儀器高  ③渠道底高  ④水門底高  。  

20. (4)  地形圖之繪製，原則上圖面之上方為  ①東  ②西  ③南  ④北  向，並標示指

向箭頭。  

21. (4)  監工人員對於鋼筋綁紮過程中應經常檢查的項目中無關的事項：  ①鋼筋的

表面、尺寸、間距  ②彎折位置與形狀  ③搭接長度與綁紮牢固  ④鋼筋之重

量  。  

22. (4)  工程材料之貯存注意事項無關者：  ①安全  ②便利  ③適宜  ④乾旱  。  

23. (4)  監工人員可依經驗判斷細骨材上下層含水量出入很大，濕砂應堆置：  ①6

小時以上  ②12 小時以上  ③18 小時以上  ④24 小時以上  讓部份水排出，使

含水量均勻。  

24. (2)  混凝土澆灌後經過：  ①2 小時  ②4 小時  ③6 小時  ④8 小時  即需要經常灑

水保持連續濕潤。  

25. (4)  工程完工驗收時不必到場者：  ①監工人員  ②承包商  ③承包商工地負責人  

④警察  。  

26. (3)  依水泥本身性質而言：  ①具有強度但無黏性  ②具有黏性但無強度  ③無強

度及無黏性  ④具有強度及黏性  。  

27. (4)  一般工程保固期間之起算日為：  ①訂約之日  ②開工之日  ③竣工之日  ④驗

收合格之日  。  

28. (4)  混凝土之模板施作時，下列何者非為其所主要考量者？  ①強度  ②牢固  ③

緊密  ④置放地點  。  

29. (4)  避免混凝土乾縮後產生裂紋之較佳辦法為：  ①減少骨材配量  ②增加骨材

配量  ③坍度增大  ④坍度減少  。  

30. (4)  給水工程之設計內容不涵蓋：  ①取水  ②導水  ③配水  ④污水貯留  。  

Page 15 of 46



31. (3)  工程設計圖說中「→」之符號表示：  ①小橋  ②涵洞  ③河川流向  ④電力線

 。  

32. (1)  於工程設計圖說中「 」之符號表示：  ①三角點  ②圖根點  ③水準點  ④

碉堡  。  

33. (3)  於工程設計圖說中「⊙」之符號表示  ①三角點  ②水準點  ③圖根點  ④碉堡

 。  

34. (3)  比例尺為 1：150，試量出 2 ㎝，實際長為  ①30 ㎝  ②75 ㎝  ③300 ㎝  ④750

㎝  。  

35. (1)  所有五金包括鋼筋、鋼骨尺寸應以：  ①公厘  ②公尺  ③公分  ④公寸  為單

位。  

36. (2)  平板儀設置之程序首先應：  ①定向  ②整平  ③定心  ④前視  。  

37. (2)  測量儀器曝於太陽光下，打傘之主要目的為：  ①避免人員曝曬  ②減少儀

器誤差  ③減低光亮度  ④無什麼作用  。  

38. (2)  某點高程係指某點與水準基面之：  ①水平距離  ②垂直距離  ③傾斜距離  ④

平均距離  。  

39. (3)  為增加水準測量精度，標尺讀數最少需離地面：  ①10 公分  ②20 公分  ③3

0 公分  ④40 公分  。  

40. (3)  一般土地測量在建築物營造之距離量度以下列何種方法較適合？  ①步測  

②視距桿  ③一般捲尺  ④電子測距  。  

41. (3)  何者不是放樣儀器？  ①水準儀  ②經緯儀  ③求積儀  ④皮尺  。  

42. (3)  放樣使用文字及數字一般大小約：  ①3 公分  ②4 公分  ③5 公分  ④10 公分

 。  

43. (1)  水準面上各點均與重力方向  ①垂直  ②平行  ③重合  ④相交  。  

44. (1)  後視又稱為：  ①正視  ②負視  ③間視  ④轉視  。  

45. (2)  前視又稱為：  ①正視  ②負視  ③間視  ④轉視  。  

46. (2)  整置水準儀時首先應：  ①定心  ②定平  ③前視  ④後視  。  

47. (2)  點井法係屬於  ①重力排水法  ②真空排水法  ③電氣浸透法  ④自然排水法

 。  

48. (2)  混凝土搗實，以內部振動機插入混凝土間距離不宜超過：  ①20 公分  ②50

公分  ③75 公分  ④100 公分  。  

49. (4)  灌溉用水的損耗，何者為非？  ①蒸散  ②水面蒸發  ③滲漏量  ④地下水  。  

50. (1)  灌溉水量應根據：  ①灌溉需要  ②個人需要  ③國家需要  ④社會需要  調節

控制。  

51. (4)  何者非灌排工程設施？  ①引水設施  ②輸水設施  ③配水設施  ④監控設施

 。  

52. (4)  下列何者非灌溉工程之管理養護？  ①養護  ②歲修  ③特別修理  ④新建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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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4)  下列何者非水庫工作人員應定期觀測項目：  ①觀測水庫水位  ②水庫最高

洪水位及蓄水位  ③不超過既定計畫水位  ④統計遊客數量  以策水庫之安

全。  

54. (2)  水庫水位觀測及堰堤漏水檢查每日：  ①1 次  ②2 次  ③3 次  ④4 次  。  

55. (1)  下列何者為灌溉用埤池維護事項？  ①埤池應經常巡防管理  ②埤池應經常

排洪減少淤積  ③埤池水位應急激漲落以供灌溉所需  ④埤池魚類生長  。  

56. (3)  埤池堤防施行測量調查：  ①每一年  ②每二年  ③每三年  ④每四年  施行一

次測量調查。  

57. (1)  直接以河流為灌溉用水水源，取水時應設法取：  ①上層水  ②中層水  ③下

層水  ④視情況而定  。  

58. (4)  渠道及附屬建築物之養護管理，何者為非？  ①水利會工作站人員應依照相

關水利法令規章辦理  ②每年度應施行定期總檢查  ③應分區分段經常派員

輔導抽查  ④每 3 年施行總檢查  。  

59. (4)  下列何者非屬工作站人員應辦事項？  ①應擬妥工程巡視管理計畫  ②應設

工作日記  ③應與本會或管理處及毗臨工作站人員取得密切聯繫  ④公務外

協調事項  。  

60. (4)  下列何者非工作站應具備之管理資料？  ①工作站要覽  ②埤圳用地圖  ③埤

圳及附屬建物位置平面圖  ④地形圖  。  

61. (2)  灌溉渠道巡視時，如發現鑽穴動物，應：  ①設法驅趕  ②設法捕殺  ③通報

動保團體  ④不予理會  。  

62. (2)  灌溉渠道巡視時，如發現水草蘚苔，應：  ①派員加以養護  ②派員加以清

除  ③僅需清除水草  ④僅需清除蘚苔  。  

63. (2)  捲揚機每月施行清掃、檢驗、注油、試轉：  ①1 次  ②2 次  ③3 次  ④4 次

 。  

64. (4)  排砂門是否為灌溉排水設施？是否需要檢查？  ①非灌溉排水設施，不需檢

查  ②是灌溉排水設施，但不需檢查  ③非灌溉排水設施，但仍需檢查  ④是

灌溉排水設施，並需檢查  。  

65. (1)  量水設備：  ①應隨時校正  ②不須校正  ③每年校正  ④視情況而定  。  

66. (1)  渠首工組成有：  ①攔河堰及取水工  ②攔河堰及分水工  ③隧道及分水工  ④

隧道及取水工  。  

67. (3)  水準測量種類不包括：  ①高低  ②縱斷  ③平斷  ④橫斷  。  

68. (3)  比例尺 1：1000，圖上一塊長方形圖形，長 20 公分、寬 30 公分，長方形

圖形實際面積為：  ①0.2 ②0.4 ③0.6 ④0.8 公頃。  

69. (2)  在設計圖中，有一符號 16ψ×3.50@0.3，其@所代表之意義為：  ①鋼筋面

積  ②鋼筋間距  ③鋼筋直徑  ④鋼筋長度  。  

70. (3)  16ψ×3.50@0.3，16 所代表之意義為：  ①鋼筋面積  ②鋼筋間距  ③鋼筋直

徑  ④鋼筋長度  。  

71. (4)  16ψ×3.50@0.3，3.5 所代表之意義為：  ①鋼筋面積  ②鋼筋間距  ③鋼筋直

徑  ④鋼筋長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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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4)  混凝土 210kg/㎝ 2，其中 210kg/㎝ 2表示是混凝土的：  ①7 天  ②14 天  ③2

1 天  ④28 天  抗壓強度。  

73. (4)  下列何者非屬明渠水流正常流動狀況？  ①定量流  ②變量流  ③變積流  ④逆

流  。  

74. (4)  下列何者非常見之暗渠形狀？  ①方形  ②圓形  ③梯形  ④三角形  。  

75. (4)  下列何者非箱涵靜載荷重？  ①自重  ②側壓力  ③靜水重  ④流動水重  。  

76. (1)  水躍(Hydralic Jump)消能原因：  ①動能轉變成位能  ②位能轉變成動能  ③

動能轉變成熱能  ④位能轉變成熱能  。  

77. (3)  台灣作物灌溉用水浪費主要原因是：  ①耕作與栽培效率佳  ②水路情況良

好致使輸水損失減少  ③農民爭水、到水及管理不當形成浪費  ④水路系統

與作物栽培有效管控  。  

78. (2)  下列何者非抽水機形式？  ①離心式  ②向心式  ③迴轉式  ④往復式  。  

79. (2)  水稻自播種至成熟期間，由灌溉水觀點上，依順序可分為：  ①秧田、本

田、整田  ②秧田、整田、本田  ③本田、秧田、整田  ④本田、整田、秧田

 。  

80. (4)  下列何者非水頭損失計算項目？  ①摩擦損失  ②漸變段損失  ③彎管損失  ④

滲漏  。  

81. (3)  下列何者非渡槽的功能？  ①不增加工程經費  ②減少水頭損失  ③增加水頭

損失  ④不繞道提升輸水效能  。  

82. (2)  水路隧道流量允許流速應採取連接水路之：  ①1.0 ②1.3 ③1.5 ④1.7 倍以

上之流速。  

83. (1)  水理計算常採用之曼寧公式 (Manning's  Formula)之 n 值一般稱為：  ①粗糙

係數  ②自然係數  ③材料係數  ④折減係數  。  

84. (1)  灌溉設施防護工程主要構造物有：  ①退水路  ②進水路  ③暗渠  ④抽水機

 。  

85. (4)  下列何者非灌溉渠道常用之退水路形式？  ①側渠溢道  ②虹吸溢道  ③閘門

退水路  ④抽水機排除  。  

86. (4)  工程執行中農田水利會應經常派員赴工地督導，以確保施工品質。督導項

目不包含：  ①三級品管文件檢查  ②材料抽 (檢)驗  ③抽驗施工品質  ④工程

經費申請階段  。  

87. (3)  農田水利會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辦理之工程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

購金額：  ①四分之一以下  ②二分之一以下  ③半數以上  ④全部  ，且補助

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監督。  

88. (1)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工程執行中：  ①每半個月  ②每一個月  

③每三個月  ④每半年  應將各類工程進度表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  

89. (1)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第一類工程變更設計時，應函報  ①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  ②農田水利會自行  ③縣市政府  ④經濟部水利署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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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3)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第二類工程變更設計時由農田水利會自

行核定，並應函報  ①水利會聯合會  ②經濟部水利署  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④縣市政府  備查。  

91. (2)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第三類工程變更設計時由  ①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②農田水利會自行  ③縣市政府  ④經濟部水利署  核定。  

92. (1)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工程修正施工預算或變更設計，除依

「農田水利會辦理工程變更設計暨修正施工預算作業注意事項」辦理外，

如修正施工預算或變更設計後經費超出核定金額時：  ①應籌妥財源後辦理

 ②由農田水利會自行負擔  ③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額補助  ④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及農田水利會各自負擔一半  。  

93. (1)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工程終止或解除契約，應：  ①由農田水

利會自行核定  ②由農田水利會自行核定，並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  ③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  ④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農田水利會共同核定

 。  

94. (3)  農田水利會辦理政府補助之工程，依採購金額分為：  ①1 類  ②2 類  ③3 類

 ④4 類  。  

95. (1)  依農田水利會工程驗收注意事項規定，初驗人員應執行事項為何？  ①事前

應詳閱契約圖說  ②事前應與設計廠商討論  ③事前應與監造廠商討論  ④事

前應與施工廠商討論  。  

96. (4)  下列何者非辦理驗收人員？  ①主驗人員  ②監驗人員  ③會驗人員  ④會計人

員。  。  

97. (1)  下列何者非驗收處理原則？  ①查驗暨初驗採全面檢查方式辦理  ②查驗暨

初驗採部分檢查方式辦理  ③驗收採全面方式辦理  ④驗收不合格部分應限

期改善，拆除重做，退貨或換貨並不列入紀錄  。  

98. (4)  依據農田水利會工程驗收注意事項規定，下列何者為工程驗收結果與規定

不符時，不得辦理減價收受：  ①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  ②無減少通常效

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③拆換確有困難者  ④影響工程結構安全無法修補  。  

99. (4)  下列何者非驗收作業程序之一？  ①施工中之查驗  ②部分驗收  ③竣工後之

初驗  ④不合格部分之減價  。  

100. (3)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工程設計審核及預算書編列何者為是？  

①僅第一類工程  ②僅第二類工程  ③第一類及第二類工程  ④僅第三類工程  

工程設計原則及設計初稿應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核後，農田水利會依審

核意見編製預算，並自行審定預算書。  

101. (3)  依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工程決標後即與廠商訂立契約：  ①僅第

一類工程  ②僅第二類工程  ③第一類及第二類工程  ④僅第三類工程  應將契

約書副本及開工報告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  

102. (1)  依農田水利會辦理天然災害緊急工程處理要點規定，各農田水利會年度預

算，應依年度支出預算總額：  ①百分之一  ②百分之二  ③百分之三  ④百分

之五  編列災害準備金，支應災害緊急搶險、搶修及復建經費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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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2)  依農田水利會辦理天然災害緊急工程處理要點規定，各農田水利會所提列

之災害準備金下列何者應優先支應？  ①由承包商提報所需經費  ②天然災

害搶險、搶修及復建所需經費  ③由當地農民代表提報所需經費  ④請上級

決裁所需經費  。  

104. (1)  依農田水利會辦理天然災害緊急工程處理要點規定，災害工程經費規定，

各農田水利會調整經核定之災害工程經費，每年以辦理：  ①一次  ②二次  

③三次  ④四次  為限。  

105. (3)  依農田水利會辦理天然災害緊急工程處理要點，各件復建工程除特殊原因

報准外，應於：  ①當年五月底  ②當年十二月底  ③翌年五月底  ④翌年十二

月底  以前全部辦理完成。  

 

 

15702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田間項)  丙級  工作項目 04：灌溉排水營運管

理  

1. (2)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之符號表示  ①村落  ②工作站  ③

管理處  ④水利會  。  

2. (4)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村落  ②工作站  

③管理處  ④水利會  。  

3. (4)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河川  ②

道路  ③排水  ④灌溉渠道  。  

4. (1)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分水門  ②給

水門  ③分水箱  ④救旱井  。  

5. (2)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分水門  ②

給水門  ③分水箱  ④進水口  。  

6. (1)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地面水抽水站  

②深井抽水機  ③淺井抽水機  ④救旱井  。  

7. (2)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堰口  ②制水

閘  ③孔口  ④引水埧  。  

8. (2)  農田水利會灌溉地籍卡，應依「灌溉地」、「非灌溉地」分別以活頁方式

裝訂，其面積之異動，應每  ①3 月  ②期作  ③1 年  ④2 年  統計一次。  

9. (2)  農田水利會雨量觀測時間為中原標準時間每日上午：  ①8 時  ②9 時  ③10

時  ④12 時  。  

10. (1)  農田水利會氣象觀測記錄表中降雨日數係指降雨量在：  ①0.1 公厘  ②0.7

公厘  ③1 公厘  ④10 公厘  以上的日數。  

11. (4)  農田水利會灌溉用水量記錄旬報表中，工作站管轄各類別渠道起點之水量

稱之為：  ①放水量  ②排水量  ③貯水量  ④取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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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  農田水利會灌溉用水量記錄旬報表中，埤池及攔水系統內多餘之排洩量稱

之為：  ①放水量  ②排水量  ③貯水量  ④取水量  。  

13. (3)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用水計畫表應於每期作灌溉實施前：  ①7 日  ②15 日  ③3

0 日  ④60 日  擬定完成並送本會核定。  

14. (2)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每期作灌溉結束：  ①7 日  ②15 日  ③30 日  ④60 日  內，

統計實際灌溉面積和各項用水量，報本會彙辦。  

15. (2)  各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內土地灌溉、排水受益變更處理要點中，耕地經填高

及農地重劃未經整地耕作並無引水灌溉之偏高地應編為：  ①灌溉地  ②暫

停灌溉地  ③非灌溉地  ④其它  。  

16. (2)  各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內土地灌溉、排水受益變更處理要點中，灌溉排水系

統因遭遇破壞或阻礙，致耕地不能灌溉或排水不良之隔絕地應編為：  ①灌

溉地  ②暫停灌溉地  ③非灌溉地  ④其它  。  

17. (3)  各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內土地灌溉、排水受益變更處理要點中，建地、雜項

地、特定地均編為：  ①灌溉地  ②暫停灌溉地  ③非灌溉地  ④其它  。  

18. (3)  台灣地區水稻灌溉時期第一期作本田日數為：  ①90 天  ②100 天  ③110 天  

④120 天  。  

19. (1)  台灣地區水稻灌溉時期第二期作本田日數為：  ①90 天  ②100 天  ③110 天  

④120 天  。  

20. (4)  台灣地區水稻灌溉時期整田日數為：  ①40 天  ②30 天  ③25 天  ④20 天  。  

21. (4)  (本題刪題)台灣地區水稻栽培，根據歷年來之試驗觀測記錄統計，每一期

作之水稻蒸散量及滲漏量之和約在：  ①300～400 公厘  ②400～500 公厘  

③500～600 公厘  ④600～700 公厘  。  

  

22. (1)  (本題刪題)下圖筒測法測定田間減水深Ａ筒可測定：  ①田面之蒸發量  ②田

面蒸發量和水稻蒸散量之和  ③田面蒸發量和滲漏量之和  ④田間需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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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  (本題刪題)下圖筒測法測定田間減水深Ｂ筒可測定：  ①田面之蒸發量  ②田

面蒸發量和水稻蒸散量之和  ③田面蒸發量和滲漏量之和  ④田間需水量  。

 

24. (3)  (本題刪題)下圖筒測法測定田間減水深，Ｃ筒可測定  ①田面之蒸發量  ②田

面蒸發量和水稻蒸散量之和  ③田面蒸發量和滲漏量之和  ④田間需水量  。

 

25. (4)  (本題刪題)下圖筒測法測定田間減水深Ｄ筒可測定：  ①田面之蒸發量  ②田

面蒸發量和水稻蒸散量之和  ③田面蒸發量和滲漏量之和  ④田間需水量  。

 

26. (4)  農田水利會水稻田用水計畫，秧田面積以本田面積  ①1/10～1/15 ②1/15～

1/20 ③1/20～1/25 ④1/25～1/30 計算。  

27. (3)  秧田期間補給用水每天：  ①5～10 公厘  ②10～15 公厘  ③15～20 公厘  ④2

0～25 公厘  計算。  

28. (1)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於輸水期間應：  ①每日  ②每週  ③每半月  ④每月  派員

巡視各級渠道之輸水情形。  

29. (4)  農田水利會輸水期間流量觀測平時應定時每：  ①4 日  ②3 日  ③2 日  ④1 日

 觀測一次，必要時可增加觀測次數。  

30. (2)  田間施灌原則上採由：  ①上而下、左而右  ②下而上、左而右  ③上而下、

右而左  ④下而上、右而左  。  

31. (3)  水源未達計畫水量：  ①50% ②60% ③70% ④80% 時，應視水量減少情形

實施非常灌溉。  

32. (2)  非常灌溉減水深法，如某系統原計畫灌溉水深為 12 公厘 /日，輪距 5 天，

若水源減少 30%時，灌溉水深應減為：  ①10 公厘 /日  ②8 公厘 /日  ③6 公厘

/日  ④不變  。  

33. (1)  排水路應擬具疏浚計畫，配合經費辦理疏浚，並施行總檢查為每年：  ①汛

期前  ②汛期中  ③汛期後  ④不定時  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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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  非常灌溉輪距延長法係：  ①減少一次灌溉水深，輪距不變  ②一次灌溉水

深不變延長輪距  ③減少一次灌溉水深，延長輪距  ④均不變  之原則下執行

灌溉。  

35. (1)  水利妨害案件涉及刑責，或經勸導、協調未成立者應逕向當地：  ①警察機

關  ②縣市政府  ③法院  ④民眾服務社  告發。  

36. (2)  水權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完畢辦理公告，利害關係人得於  ①10 日  ②1

5 日  ③20 日  ④30 日  內附具理由及證據，向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37. (3)  水利小組之區域，以同一水系灌溉面積：  ①10～50 公頃  ②50～100 公頃  

③50～150 公頃  ④100～150 公頃  為原則劃編。  

38. (4)  下列何項不屬於水利小組之任務：  ①小給、排水路之維護、管理及修補  

②區域內用水之管理  ③委辦或交辦之其他水利業務  ④水利工程之發包  。  

39. (2)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中電導度項之限值為 :  ①700μs/㎝  ②750μs/㎝  ③800μ

s/㎝  ④850μs/㎝  25℃。  

40. (4)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中 pH 值之限值為：  ①5～8 ②5～9 ③6～8 ④6～9 。  

41. (3)  水利法中所定農業用水之水權年限為每次不得逾：  ①2 年  ②4 年  ③5 年  

④10 年  。  

42. (4)  農田水利會應在灌溉排水面積  ①1 千以上 3 千以下  ②1 千以上 4 千以下  ③

2 千以上 3 千以下  ④2 千以上 4 千以下  公頃範圍內設一工作站。  

43. (1)  灌溉水路依規定每年至少疏浚或整理  ①1 次  ②2 次  ③3 次  ④4 次  ，並填

補缺口保持完整。  

44. (3)  農田水利設施之年度維護改善及更新費，應依設施現值百分之：  ①1～1.5 

②1～2 ③1.5～2 ④1.5～2.5 編列。  

45. (3)  凡排洩放流水進入農田灌排系統者應向當地：  ①縣市政府  ②鄉鎮公所  ③

農田水利會  ④警察機關  申請登記同意後使用。  

46. (2)  灌溉蓄水池之建造、拆除應檢具計畫書、圖樣、說明書連同有關會員：  ①

1/3 ②2/3 ③1/2 ④3/4 之同意或提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  

47. (2)  不符合排入農田水利會灌排兼用水路之放流水水質之條件：  ①達到放流水

標準  ②達到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③達到農田水利會同意之標準  ④未測定之

工廠排水  。  

48. (3)  農田水利會對轄區內，除自然環境特殊者外，應研訂：  ①續灌  ②非常灌

溉  ③輪流灌溉  ④溝灌  計畫實施灌溉。  

49. (3)  農田水利會每年應分區召開水利小組長聯席會議：  ①4 次  ②3 次  ③2 次  

④1 次  檢討年度工作計畫及小組任務執行情形。  

50. (1)  小給水門、小排水門以上灌溉排水設施之維護管理、歲修等係：  ①水利會

工作站  ②水利小組  ③掌水工  ④水利會  之任務職掌。  

51. (1)  凡在水利設施興建之公共設施與維護管理權責屬：  ①興建單位  ②地方政

府  ③農田水利會  ④水利小組  。  

Page 23 of 46



52. (3)  農田水利會所轄灌溉蓄水池許可作水利事業以外之使用，其許可使用年限

不得超過：  ①10 年  ②5 年  ③3 年  ④1 年  。  

53. (2)  水權取得後，繼續停用逾：  ①1 年  ②2 年  ③3 年  ④4 年  者，經主管機關

查明公告，即喪失其水權，並撤銷其水權狀。  

54. (4)  降雨量觀測若有雨無量，則應記錄為：  ①O ②A ③B ④T 。  

55. (4)  台灣之灌溉方法中，不受地形、土壤條件影響，但受風影響，適合少量補

給灌溉方法：  ①滴灌  ②漫灌  ③續灌  ④噴灌  。  

56. (2)  凡直接或間接排洩廢水進入農田排灌系統者，應向：  ①地方公所  ②當地

水利會  ③縣政府  ④水污染中心  申請搭排。  

57. (4)  目前台灣農田水利會灌溉面積五萬公頃以上有：  ①台中、彰化  ②高雄、

嘉南  ③屏東、雲林  ④嘉南、雲林  。  

58. (2)  農田水利事業團體基層組織：  ①水利小組長  ②水利小組  ③會員  ④委員會

 。  

59. (2)  水利小組會議每年至少開會：  ①一次  ②二次  ③三次  ④視情況而定  。  

60. (2)  水稻生育期中最不需要灌溉之時期：  ①抽穗開花期  ②分蘗終期  ③幼穗形

成期  ④孕穗期  。  

61. (3)  台灣農田水利事業開端於：  ①明朝  ②清朝  ③元朝  ④日據時代  。  

62. (1)  台灣最長的河川是  ①濁水溪  ②大安溪  ③淡水河  ④秀姑巒溪  。  

63. (3)  通常稻穀曬至水分多少百分比以下即可貯藏？  ①18% ②15% ③13% ④20

% 。  

64. (3)  一般輪區之面積約多少公頃：  ①30 公頃  ②40 公頃  ③50 公頃  ④60 公頃

 。  

65. (2)  水稻自插秧後至成熟期停水日止之用水量屬：  ①秧田用水  ②本田用水  ③

整田用水  ④浸田用水  。  

66. (3)  砂質土壤區域最節省用水之灌溉方法：  ①漫灌  ②續灌  ③滴灌  ④溝灌  。  

67. (2)  節水灌溉之方法很多，但在旱作灌溉上因：  ①微灌  ②噴洒灌溉  ③滴水灌

溉  ④噴霧灌溉  之設施較節省，且農民較易接受，故目前在台灣地區比較

普遍。  

68. (1)  輪流灌溉是根據用水計畫：  ①適時、適量、依序  ②適時、彈性水量、依

序  ③適時、適量、應農民之要求  ④適時、適量、依作物別供水  之灌溉方

法。  

69. (2)  農田越田灌溉時之順序，應：  ①由上而下  ②由下而上  ③視情況而定  ④應

農民之要求  。  

70. (1)  輪灌時，其水口左右並列不分上下時，應：  ①先左後右  ②先右後左  ③

左、右同時開啟  ④抽籤決定  不得亂引，並不得佔用流程水。  

71. (1)  農田水利會對灌溉設施應分區分段派員經常巡視，如有損壞或漏水：  ①應

即派員修復  ②照像存證  ③登記後納入歲修辦理  ④報請主管機關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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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4)  農田水利會水利工作站因工作執掌性質不同而有不同類型，下列何者非屬

現有分類？  ①水路工作站  ②水庫工作站  ③造林(保育)工作站  ④造雨工作

站  。  

73. (4)  依其功能劃定區分，下列何者非為水利工作站之一般農田灌溉系統？  ①引

水  ②導水  ③輸水  ④排水  。  

74. (3)  農田水利會灌排系統如同一等級或系統之水路，原則應歸屬同一單位之工

作站管理，如支、分線之灌溉受益面積廣、水路長度長，跨越二個灌溉工

作站時，應劃分給  ①水路上游灌溉工作站  ②水路下游灌溉工作站  ③水路

工作站  ④送水工作站  管理。  

75. (1)  一般雨量觀測皆以公厘(㎜)為基本單位，有關單日降雨量之採記時段，中

央氣象局目前採用時段為：  ①00 時-24 時  ②09 時-09 時  ③12 時-12 時  ④

09 時-24 時  。  

76. (1)  普通雨量計可分為非自計雨量計及自計雨量計，下列何者非自計雨量計之

類型？  ①傾斗式  ②稱重式  ③電流式  ④虹吸式  。  

77. (2)  降雨量觀測以人工記錄方式時，水利會紀錄統計前一日降雨量應在何時紀

錄之？  ①上午 6 時  ②上午 9 時  ③中午 12 時  ④下午 15 時  。  

78. (3)  農田水利會雨量資料之統計紀錄，下列何者非必要？  ①月最大日降雨量  

②月雨量  ③平均月雨量  ④平均日雨量  。  

79. (2)  農田水利會灌溉基本資料中有關工作站轄區平面圖應具備之內容及標示方

式，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①依埤圳別繪出水源出入口位置  ②用粗細線條

分別著色繪出幹、支、分線等主要渠道，灌溉渠道用藍色，排水渠道用紅

色，灌排兼用為紅藍相間表示  ③各水利小組灌溉區域分別著色  ④村落以

黑斜線表示，道路用以褐色表示  。  

80. (2)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土地灌溉或排水受益情形變更受益情形變更得由關

係人申請辦理，下列何者無申請資格？  ①公有耕地之管理或使用機關的代

表人  ②私有耕地的所有權人、親屬家人或典權人  ③出租耕地之所有權人

承租人或永佃權人  ④放領地之承領人  。  

81. (3)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土地灌溉或排水受益變更處理原則，下列土地何者

非編為暫停灌溉地？  ①偏高地  ②流失、沖積地  ③市場等公用設施及附屬

地  ④堆置場、晒物場等短期內無法享受灌溉、排水利益之耕地  。  

82. (2)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土地灌溉或排水受益變更處理原則，耕地僅享有排

水利益耕地之暫停灌溉地，其會費如何徵收？  ①增加 1/2 ②減少 1/2 ③增

加 1/3 ④減少 1/3 。  

83. (3)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土地灌溉或排水受益變更處理原則，耕地使用抽水

設備灌溉或會員請求增加灌溉水量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加徵 1/2 會

費  ②減徵 1/2 會費  ③按受益程度加徵會費  ④會費不變  。  

84. (2)  農田水利會水利工作站內應懸掛天氣表於牆壁上，並於每日上午九時記錄

前一日之晴雨狀況，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①陰天著藍色  ②晴天著紅色  ③

雷雨雷雨暴風於記事欄位內註明  ④颱風警報依中央氣象局發佈為準，並記

載颱風發生起訖日期與颱風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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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4)  農田水利會水利工作站應由專人負責氣象觀測紀錄，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①晴天係日雨量 0.7 公厘以下  ②雨天係一日逾 10 公厘以上或是連雨  ③降

雨日數指 0.1 公厘以上之日數  ④有雨無量以 T 表示，並計入降雨日數  。  

86. (3)  有關農田水利會灌溉計畫中有各種用水量之描述與定義，下列何者水量最

多？  ①田間用水量  ②田間需水量  ③水門用水量  ④輸配水損失量  。  

87. (2)  農田水利會水利工作站執行各級輸水系統上各類水門及渠道調節，為顧及

安全，備有擴音設備之處所，應於幾分鐘前廣播，請民眾切勿進入渠道以

策安全？  ①5 ②10 ③30 ④60 分鐘。  

88. (4)  農田水利會水利工作站為滿足灌溉區域內各單元區耕地作物用水需求，以

依序、依時、適量之灌溉配水方法，並能因應灌溉缺水時用水調節，常以

不同之輪流灌溉執行，有關輪流灌溉的類型下列何者為非？  ①小區輪灌  

②大區輪灌  ③精密輪灌  ④調撥移用  。  

89. (2)  農田水利會水利工作站小區及精密輪灌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①小區輪

灌依灌溉系統規劃分輪區，每一輪區 50 公頃  ②小區輪灌劃分後之輪區，

再按中小給水路或補給水路及地形等劃分若干單區，每單區約 5 公頃  ③精

密灌溉係將單區輪灌延伸至每一農田坵塊為配水單位  ④目前在水庫、埤池

或水井水源之灌溉系統且已完成農地重劃之地區具有適合施行機密灌溉之

條件  。  

90. (4)  農田水利會為確保事業區域內灌溉水質維護與管理，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①監視點為設置於灌排系統各級渠道之適當地點  ②搭排戶為向農田水利會

申請搭排並取得同意書  ③灌溉專用渠道不可搭排及嚴格禁止新設排洩戶排

放廢水  ④農田排水渠道排入之水質標準須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  

91. (2)  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水質監視點之設置原則，幹線渠道水質監視點以供灌

面積多少公頃以上，選擇至少一處足以反映渠道水質狀況之適當地點？  ①

500 ②1,000 ③1,500 ④2,000 。  

92. (3)  農田水利會灌溉渠道水質監視點之設置原則，在支分線渠道水質監視點以

供灌面積多少公頃以上，選擇至少一處足以反映渠道水質狀況之適當地

點？  ①50 ②100 ③300 ④500 。  

93. (4)  農田水利會灌溉水質監視點、搭排戶及排洩戶之水質採樣及檢測分類類

型，下列何者為非？  ①水質普測  ②全項精測  ③特定精測  ④臨時檢測  。  

94. (2)  農田水利會灌溉水質檢測項目，有關水質普測項目之敘述，下列何者為

非：  ①水溫  ②鈉吸著率  ③氫離子濃度指數  ④導電度  。  

95. (4)  農田水利會灌溉設施管理範圍類型，下列何者為非？  ①水源設施  ②輸水

措施  ③配水設備  ④淨水設備  。  

96. (3)  農田水利會灌溉設施管理業務及權責，下列何者為水利小組管理職責？  ①

雨量、流量調查觀測  ②水利設施之巡視  ③共同秧田之計畫與設置  ④幹、

支、分線配水調節管理  。  

97. (4)  農田水利會為達到灌溉排水設施有效營運及發揮最高效能之目的其管理要

領，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①瞭解各項灌溉設施及用途  ②建立完整之管理

資料  ③加強巡視及管理工作  ④發現妨害水利案件逕向縣市政府告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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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4)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依設施類別以代碼及顏色區分，下

列何者為非？  ①A 水源設施(綠色系)  ②B 輸水設施(紅色系) ③C 配水設施

(黃色系)  ④D 排水設施(棕色系) 。  

99. (3)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抽水站  ②

井體  ③進水口  ④加壓站  。  

100. (2)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抽水站  ②

井體  ③水位計  ④加壓站  。  

101. (1)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隧道  ②渡

槽  ③倒虹吸  ④跌水工與陡槽  。  

102. (4)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隧道  ②渡

槽  ③倒虹吸  ④跌水工與陡槽  。  

103. (2)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量水堰  ②

巴歇爾量水槽  ③水位計  ④放水門  。  

104. (3)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量水堰  ②

巴歇爾量水槽  ③水位計  ④放水門  。  

105. (3)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溢流口  ②

流末工  ③流入工  ④防潮閘  。  

106. (1)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溢流口  ②

流末工  ③流入工  ④防潮閘  。  

107. (4)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流量遙測

點  ②水質監視點  ③機房  ④雨量計  。  

108. (1)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流量遙測

點  ②水質監視點  ③機房  ④雨量計  。  

109. (2)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流量遙測

點  ②水質監視點  ③機房  ④雨量計  。  

110. (3)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系統水工構造物圖例「 」之符號表示：  ①流量遙測

點  ②水質監視點  ③機房  ④雨量計  。  

111. (3)  農田水利會受理灌溉排水水路改道，下列何者非為工作站初審申請時之審

查項目？  ①有無影響農田灌排  ②有無影響管理與維護  ③改道後會有地可

供單獨使用  ④有無供上、下游農田灌排使用之水路  。  

112. (4)  農田水利會受理灌溉排水水路改道，本會複審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為

非？  ①申請目的及實際用途與關係  ②改道後會有地，可供單獨使用  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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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否繳納勘查費等  ④符合要件之改道申請案，水利會應依法報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核辦  。  

113. (4)  農田水利會受理灌溉排水水路改道後土地產權之處理，如原有水路土地產

權屬水利會所有者，下列何者敘述為非？  ①新水路土地應由申請人先行取

得所有權，辦理分割並無償登記本會所有或無償提供水利會使用至廢水路

為止，並設定地役權或地上權  ②新水路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或預定地時，

應以施設後不妨礙其後公共設施之設置並可永久存在為要件  ③政府機關及

公立學校辦理公共設施或公益用途，需要移設水利會之灌排水路時，應由

申請單位負責取得新水路所有權，辦理分割並登記予水利會，原有水路土

地辦理交換登記使用  ④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辦理完成後，原有水路土地應

保留不得報廢及處分  。  

114. (4)  農田水利會受理灌溉排水水路改道後土地產權之處理，如原有水路土地產

權屬於公有或未登錄地者，下列何者敘述為非？  ①新水路土地應由申請人

先行取得所有權，辦理分割並無償登記本會所有或無償提供水利會使用至

廢水路為止，並設定地役權或地上權  ②新水路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或預定

地時，應以施設後不妨礙其後公共設施之設置並可永久存在為要件  ③如未

能設定地役權者應向法院辦理公證  ④原有水路土地水利會不需出具放棄使

用同意書  。  

115. (4)  農田水利會受理灌溉排水水路改道後土地產權之處理，如為原有水路土地

產權屬於私有者，下列何者敘述為非？  ①新水路土地應由申請人先行取得

所有權，辦理分割並無償登記本會所有或無償提供水利會使用至廢水路為

止，並設定地役權或地上權  ②新水路土地為公共設施用地或預定地時，應

以施設後不妨礙其後公共設施之設置並可永久存在為要件  ③如未能設定地

役權者應向法院辦理公證  ④原水路土地不需歸還所有權  。  

116. (4)  農田水利會受理建造物申請使用適用範圍，下列何者敘述為非？  ①水利會

事業區域內管理之水庫、灌溉蓄水池、各級灌溉、排水圳路、堤防及附屬

構造物  ②受理包含架設橋涵、建築通路跨越、埋設設施、架空纜線、搭

配、排水等項目  ③得依法收取使用費，以挹注其維護管理經費  ④申請使

用農田水利設施部份得作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使用，提高利用率  。  

117. (2)  農田水利會受理建造物申請依法得收取使用費，架設橋涵、架設管 (纜)

線、建築通路跨越或埋設設施之收費標準為同意使用面積按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  ①1%至 3% ②4%至 6% ③7%至 15% ④16%至 20% 乘 20 基數，以

一次或分年計收。  

118. (1)  農田水利會受理建造物申請依法得收取使用費，搭配 (排)水之收費標準按

每公頃會費、年計畫用水量、收費基數及年搭配排水等因素計算之，其中

有關收費基數之決定，下列非考量條件？  ①行業類別  ②渠道性質  ③渠道

長度  ④搭配(排)類別  。  

119. (2)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參考座標系統，統一採用：  ①TWD67 ②TWD

97 ③WGS84 ④地籍座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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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圖層檔案格式統一使用：  ①ESRI SH

P ②AUTOCAD DXF ③MICROSTATION DGN ④AUTODESKMAPGUIDE 

DGN 檔。  

121. (3)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圖層檔案中，有關工作站界 (Stn)圖

層，其空間類型屬於：  ①點(point) ②線(polyline) ③面(polygon) ④立體(3

D) 圖層。  

122. (2)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圖層檔案中，有關渠道 (Canal)圖層，

其空間類型屬於：  ①點(point) ②線(polyline) ③面(polygon) ④立體(3D) 

圖層。  

123. (1)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圖層檔案中，有水工構造物 (Cons)圖

層，其空間類型屬於：  ①點(point) ②線(polyline) ③面(polygon) ④立體(3

D) 圖層。  

124. (3)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圖層檔案中，有小組界 (Grp)圖層，其

空間類型屬於：  ①點(point) ②線(polyline) ③面(polygon) ④立體(3D) 圖

層。  

125. (3)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圖層檔案中，有蓄水建造物 (Pool)圖

層，其空間類型屬於：  ①點(point) ②線(polyline) ③面(polygon) ④立體(3

D) 圖層。  

126. (4)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維護機制，其定期更新頻率為：  ①每

月  ②每季  ③每半年  ④每年  至少一次。  

127. (4)  農田水利會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圖資維護，應於幾月份辦理年度封存？  ①

3 月  ②6 月  ③9 月  ④12 月  。  

128. (4)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監測站之建置類型，下列何者為非？  ①自動雨量

站  ②自動控制站  ③自動水位流量站  ④太陽能及水力發電站  。  

129. (4)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中有關自動控制站，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①可遠

端操控水門啟閉  ②可觀測水門啟閉狀態  ③可依預設警戒值自動操控水門

啟閉  ④無須設定密碼任何人均可操作  。  

130. (1)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中有關水質自動監視站，下列何者非監測項目？  

①濁度  ②水溫  ③導電度  ④酸鹼度  。  

131. (4)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現地設備中，下列何者非為常用感測器監測項

目？  ①水位  ②閘門開度  ③雨量  ④風速  。  

132. (4)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資訊傳輸方式，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①有線傳輸

可用信號電纜埋設或架空  ②有線傳輸可用電信網路  ③無線傳輸可使用無

線電、LPWN 或 3G/4G 傳輸  ④無線傳輸穩定性不易受干擾  。  

133. (3)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有線傳輸方式類型中，下列敘述何者傳輸品質較

佳？  ①信號電纜埋設  ②數據專線  ③FTTB/FTTH ④ADSL 。  

134. (3)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有線傳輸方式類型，下列敘述何者傳輸具高頻寬

特性？  ①信號電纜埋設  ②數據專線  ③FTTB/FTTH ④ADS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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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3)  農田水利會自動測報系統自動影像監視站，下列有線傳輸方式何者為優先

選擇類型？  ①信號電纜埋設  ②數據專線  ③FTTB/FTTH ④ADSL 。  

136. (3)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河川  ②

道路  ③排水  ④灌溉渠道  。  

137. (3)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地面水抽水站  

②深井抽水機  ③淺井抽水機  ④救旱井  。  

138. (4)  農田水利會工作站轄區平面圖中，「 」之符號表示：  ①地面水抽水站  

②深井抽水機  ③淺井抽水機  ④救旱  。  

 

 

15702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田間項)  丙級  工作項目 05：一般灌溉排水設

施操作  

1. (2)  氣象水文之觀測坪與障礙物之距離，應至少為障礙物高度之幾倍以上？  ①

1 倍  ②2 倍  ③3 倍  ④4 倍  。  

2. (4)  渠首工排砂閘門之位置與進水口應為：  ①垂直  ②平行  ③愈遠愈好  ④愈近

愈好  。  

3. (2)  水位流量率定曲線之計算公式是採用：  ①一次方程式  ②二次方程式  ③三

次方程式  ④四次方程式  。  

4. (4)  標準梯形堰之兩側緣坡度為：  ①1：1 ②1：2 ③1：3 ④1：4 。  

5. (2)  流經堰中心之水流速度稱為接近流速，以不超過多少為宜？  ①0.1m/sec ②

0.2m/sec ③1.0m/sec ④2.0m/sec 。  

6. (2)  標準矩形潛孔口，如不計算接近流速時，其流量公式為  ①Q＝AV ②Q＝0.

61A gh ③Q＝1.856LH3/2 ④Q＝AD/T 。  

7. (2)  自由流中型巴歇爾量水槽之上下游水位 Hb/Ha 不得大於  ①0.6 ②0.7 ③0.8 

④0.9 。  

8. (3)  利用流速儀測定流速時，如採用一點法，則儀器旋杯之中心點應放在水面

下：  ①0.4H ②0.5H ③0.6H ④0.7H 。  

9. (3)  渠道水深 2 公尺以上，採用流速儀測定流速應使用：  ①一點法  ②二點法  

③三點法  ④多點法  。  

10. (4)  何者不為量水設備設立之適當位置？  ①引水渠之渠首  ②抽水機站  ③幹支

小渠之渠首  ④田間排水口  。  

11. (4)  量水堰之裝設，其水尺應置於水源上游，與堰之距離至少應為堰水深幾倍

處？  ①1 倍  ②2 倍  ③3 倍  ④4 倍  。  

12. (1)  何者之水位差係由第二水門控制？  ①孔口  ②堰  ③巴歇爾量水槽  ④水錶

 。  

13. (3)  何者之量水設備，測定範圍可自 1/1000cms 至 60cms？  ①孔口  ②堰  ③巴

歇爾量水槽  ④水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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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  何者適用於量測管路灌溉系統之水量？  ①孔口  ②水錶  ③堰  ④巴歇爾量水

槽  。  

15. (3)  何者利用頻率差量測水量？  ①質譜法  ②水焰光譜法  ③超音波  ④放射性同

位素法  。  

16. (1)  何者亦稱急流工，作為調整渠道坡度之用：  ①陡槽  ②涵洞  ③虹吸工  ④沉

砂池  。  

17. (1)  引水口與分水口由管理機關指定專人管理，重要水門並應配有量水設備，

經常記錄，當量計誤差超過：  ①5% ②10% ③15% ④20% 時，應即矯正。  

18. (3)  自動摺型閘門之操作，其操作開啟及關閉時間依潮位漲退時間水位差達  ①

10 ②20 ③30 ④40 公分以上時自動操作。  

19. (2)  排水設施巡視人員發現違反排水管理事件應適時勸導或取締，必要時得會

同當地  ①水利局  ②警察機關  ③農業局  ④社會局  取締。  

20. (4)  下列何者不是人控閘門？  ①捲揚式電動閘門  ②油壓閘門  ③輥輪式閘門  ④

自動摺型閘門  。  

21. (2)  一般配水操作時，輸水與田間灌溉的職掌應該  ①一起  ②分開  ③都可以  ④

沒有特別規定  以避免配水操作何時間發生誤差。  

22. (4)  僱用掌水工，實施公灌制度時每輪區  ①約 10 公頃  ②約 20 公頃  ③約 30

公頃  ④約 50 公頃  由會員共同出資僱用掌工，負責輪區給水操作。  

23. (1)  由河川直接引水，進水量往往不能穩定，尤其在乾旱期為甚，因此，灌溉

用水應於事先訂定缺水時期的  ①配水計畫  ②斷水計畫  ③改善計畫  ④休耕

計畫  。  

24. (1)  水庫集水區防火線寬約  ①20～30 公尺  ②30～40 公尺  ③40～50 公尺  ④50

～60 公尺  。  

25. (1)  水庫集水區防火線每年應清除草木適當時期  ①11～12 月  ②10～11 月  ③1

～2 月  ④2～3 月  。  

26. (1)  進水口前河道水位觀測  ①每日觀測  ②隔日觀測  ③一週一次  ④每月觀測

 。  

27. (2)  進水口閘門之啟閉運轉人  ①站長  ②特派專人  ③值班人員  ④小組長  。  

28. (2)  溢洪道兩旁若有漏水現象應  ①填土石  ②灌漿  ③放棄該溢洪道  ④噴漿  。  

29. (3)  溢洪道之水門操作人員  ①工作站長  ②機電股長  ③指定專人  ④小組長  。  

30. (1)  放水閘門控制室是屬  ①管制區  ②一般區  ③遊樂區  ④行政區  。  

31. (2)  水庫量水設施通常分為  ①近水、洩洪  ②進水、洩洪出水  ③進水、排水  ④

進水、維護  。  

32. (3)  水庫溢洪量水設備通常  ①三角堰  ②巴歇量水槽  ③溢流水深與水庫水位關

係  ④孔口  。  

33. (1)  水庫蓄水區域為  ①最高蓄水位  ②平均蓄水位  ③最低蓄水位  ④中間蓄水位

 形成水面所包含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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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  水庫如有懸浮物應即清除，尤其  ①水庫進水口  ②溢洪道  ③出水口  ④量水

設備  。  

35. (3)  針型量水閥應用於  ①水庫進水量  ②溢洪道排洪量  ③放水口放水量  ④蓄水

區蓄水量  之量測。  

36. (1)  蓄水池是風光明媚地方  ①禁止非洪船筏進入水面  ②可供伐船  ③可供遊艇  

④可供游泳  。  

37. (3)  水庫淤積調查由  ①工作站  ②水利小組  ③水利會  ④水利局  辦理。  

38. (2)  蓄水池之水位－容量曲線應  ①十年一次  ②視實狀況  ③三年一次  ④一年一

次  調整。  

39. (4)  抽水機啟動，其無熔絲開關要推捺  ①1/2 ②1/3 ③1/4 ④到底  。  

40. (4)  抽水機運轉停止後，下列何者無需關閉？  ①閘刀開關  ②無熔絲開關  ③漏

電保護器  ④出水口閥門  。  

41. (3)  抽水機馬達不能啟動，下列何者不是其原因？  ①單相電源  ②電壓過低  ③

水位太低  ④接線不完整  。  

42. (4)  抽水機正常運轉，但出水量與設計量相差很大，其原因可能  ①漏電  ②電

壓不足  ③接線不完整  ④水位洩降超過 7 公尺  。  

43. (2)  抽水機基礎螺栓與抽水機台連結不佳，在運轉時會  ①出水不足  ②震動  ③

跳電  ④水質不佳  。  

44. (1)  抽水機如揚程過高，超過抽水機有效揚程範圍會有下列何現象  ①抽水機轉

動但不出水  ②倒轉  ③超負載  ④出水量過大  。  

45. (1)  制水閥操作  ①避免急速啟閉  ②可急開不可急閉  ③應快速啟閉  ④不可急開

可急閉  。  

46. (1)  逆止閥一般裝置於抽水機之  ①出水管  ②吸水管  ③平直段  ④彎曲段  。  

47. (2)  壓力水塔(堅槽)其結構為  ①封閉  ②開口  ③半封閉  ④半開口  。  

48. (3)  排水閥一般裝在管線  ①首部  ②高凸部位  ③較低點或管線尾部  ④進水口

 。  

49. (4)  裝置標準銳緣堰之標準收縮矩形堰，其堰頂水頭不宜小於  ①1 公分  ②1.5

公分  ③2 公分  ④3 公分  以下，以免受表面張力影響。  

50. (4)  標準收縮矩形堰引渠斷面積必須大於堰口斷面積  ①2 倍  ②3 倍  ③4 倍  ④6

倍以上  。  

51. (1)  標準收縮短形堰，引渠長度應約為堰頂水頭  ①15～20 倍  ②10～15 倍  ③1

～5 倍  ④5～10 倍  。  

52. (2)  標準收縮矩形堰，堰上游水尺應設於堰頂最大水頭  ①3～5 倍  ②4～6 倍  ③

5～7 倍  ④6～8 倍  間。  

53. (4)  下列何者非屬水利會常用制水閘門之類型？  ①溢流式  ②孔口式  ③溢流孔

口兼用  ④虹吸式  。  

54. (1)  使用標準不收縮矩形堰之規定之一  ①上下游與堰同寬  ②上游要比堰寬  ③

下游要比堰寬  ④上下游與堰不同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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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  標準 90∘三角堰，流量超過  ①0.1CMS ②0.075CMS ③0.2CMS ④0.3CMS 

以上就不準確。  

56. (2)  下列何者為量水堰之缺點？  ①測定簡易且準確高  ②引渠易為泥砂雜物淤

積，故須經常清除  ③可與分水建築物合併  ④構造簡單且容易建造  。  

57. (2)  1 呎之巴歇爾量水槽屬  ①小型  ②中型  ③大型  ④微型  。  

58. (2)  巴歇爾量水槽自由流界限，中型者  ①Hb/Ha＜0.6 ②Hb/Ha＜0.7 ③Hb/Ha

＜0.8 ④Hb/Ha＜0.9 。  

59. (4)  所謂小型巴歇爾量水槽其喉口寬應小於 (含) ①6 吋  ②7 吋  ③8 吋  ④9 吋  。  

60. (3)  喉寬 10 呎之巴歇爾量水槽檢查其自由流界限為  ①Hb/Ha＜0.6 ②Hb/Ha＜

0.7 ③Hb/Ha＜0.8 ④Hb/Ha＜0.9 。  

61. (1)  下列何者為巴歇爾量水槽之優點？  ①所需水頭較小  ②工程費較高  ③建造

時精確度需較高  ④量水井通水管易堵塞  。  

62. (3)  下列何者為巴歇爾量水槽之缺點？  ①所需水頭較小  ②不容易淤積  ③量水

井通水管易堵塞要經常清理  ④量測範圍比較大  。  

63. (1)  倒虹吸工在  ①通水初期  ②停水後期  ③通水後期  ④停水前期  最容易積漂

浮物，應加以清理。  

64. (3)  制水閘之操作應避免急速啟閉以免發生  ①空蝕  ②吸入空氣  ③水錘現象  ④

變形  。  

65. (2)  底閥漏水抽水機可能發生下列哪種現象？  ①吸入空氣  ②灌水無法滿管，

抽不起水  ③水錘  ④逆流  。  

66. (2)  抽水機馬達負荷超載發現電壓過低其處理方式  ①更換較粗保險絲  ②請電

力公司調整電壓到規定為止  ③關小出水閥門  ④重新連結  。  

67. (3)  流速儀測水站設置地點應遠離  ①靜水井  ②渠道平順段  ③分水門  ④渠道直

線段  或使其流速不均之構造物。  

68. (2)  夜間灌溉配水因管理上之困難，農友用水習慣或人為之影響等，致使夜間

灌溉用水  ①減少  ②大增  ③不變  ④時大時小  。  

69. (1)  因農作物種類繁多(混作區)灌溉用水之需要度不一，因此會  ①增加  ②減少

 ③不影響  ④有時增加有時減少  灌溉及配水之困難。  

70. (3)  在輪區灌溉管理時，小組內灌溉採用  ①由左至右  ②由右至左  ③由上至下  

④由下至上  溢流方式至輪區各坵塊。  

71. (4)  各輪區間之用水分配，依照各輪區之  ①滲漏量  ②蒸發散量  ③損失量  ④需

水量  作比例調整。  

72. (2)  水庫蓄水池之水尺安裝高程原則上應以  ①水位高度  ②海拔高度  ③實際高

度  ④水庫高度  為基準。  

73. (3)  地下水井之水位一般分為  ①高水位  ②低水位  ③靜水位  ④動水位  與抽水

位二種。  

74. (4)  下列何者不是地下水井水位觀測之目的？  ①估計年安全出水量  ②地下水

抽取管理  ③避免水井相互干擾  ④可以超抽地下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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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  水位觀測之接觸式水位測量法，是利用  ①三用電錶歐姆檔  ②水尺  ③鋼索  

④皮尺  連接電線之方式測量。  

76. (2)  下列何者不是輪流灌溉之優點？  ①適應作物生長，增加產量  ②可以大量

使用灌溉水源  ③改善排水不良，驅除黃萎病  ④配合輪作制度，擴大土地

之利用  。  

77. (4)  下列何者不是田間輪灌配水之執行操作方式？  ①僱用掌水工，實施公灌制

度  ②由會員義務輪流掌水  ③輪值會員自行操作  ④由水利會管理組操作  。  

78. (2)  水稻灌溉之渠道輸配水損失率，一般採用  ①10％  ②20％  ③30％  ④40％

 。  

79. (1)  輪灌秩序除有打不破的特別習慣或特殊情形，應為  ①由下而上、先左後右

 ②由上而下、先左後右  ③由上而下、先右後左  ④由下而上、先右後左  的

灌溉配水秩序。  

80. (1)  巴歇爾量水槽自由流界限，小型者  ①Hb/Ha＜0.6 ②Hb/Ha＜0.7 ③Hb/Ha

＜0.8 ④Hb/Ha＜0.9 。  

 

 

15702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田間項)  丙級  工作項目 06：一般灌溉排水設

施維護  

1. (1)  量水堰口之養護，應定期檢定：  ①堰頂水平、水尺零點位置  ②堰側水

平、引渠淤砂  ③堰口銳緣、引渠淤砂  ④其他  。  

2. (3)  水井出水量減少、抽水洩降增加，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3. (3)  水井出水量減少、抽水洩降不變，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4. (2)  水井出水量減少、抽水洩降減小，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5. (3)  水井出水量不變、抽水洩降增加，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6. (1)  水井出水量不變、抽水洩降不變，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7. (4)  水井出水量不變、抽水洩降減少，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8. (2)  水井出水量增加、抽水洩降增加，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9. (4)  水井出水量增加、抽水洩降不變，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10. (4)  水井出水量增加、抽水洩降減少，則井體性能：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

退  ④增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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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水井出水量能力如因季節性水文變化影響因素消失而自然恢復正常，則井

體性能視為：  ①未變  ②可能未變  ③減退  ④增進  。  

12. (4)  水井出水量能力如因季節性水文變化影響後能自然恢復時，須藉分析原因

決定適切改進措施：  ①修洗  ②改善  ③更新  ④維持現狀  。  

13. (4)  井體性能評量標準，常以單位洩降出水量 cmh/m 表示，優良性能者為：  

①2～10 ②10～20 ③20～30 ④40～60 cmh/m。  

14. (1)  井體性能評量標準，常以單位洩降出水量 cmh/m 表示，貧弱性能者為  ①2

～10 ②10～20 ③20～30 ④40～60 cmh/m。  

15. (1)  水井抽水洩降程度評量，常以抽水洩降 m 表示，優良洩降者為：  ①0.6～3

 ②3～15 ③15～30 ④30 以上  。  

16. (2)  水井營運須求高抽水效率，通常評估抽水總效率標準，正常效率為  ①＞70

% ②±60% ③＜50% ④＜40% 。  

17. (3)  分析抽水總效率應更分析負荷程度及抽水效率，負荷指數不經濟時為：  ①

＞100% ②＜80% ③＜70% ④＜60% 。  

18. (4)  抽水機功率指數係指額定動力抽水時之實際抽水功率，問題功率係指：  ①

＞70% ②＜60% ③＜50% ④＜40% 。  

19. (1)  一般井體性能之計算有兩要素，包括：  ①流量、洩降  ②流量、靜水位  ③

流量、抽水位  ④靜水位、抽水位  。  

20. (1)  自噴水井之性能計算，地下水流壓高於井口時，靜水位不易測定，抽水洩

降：  ①無法直接  ②可直接  ③可間接  ④推估  求算。  

21. (1)  群井之性能計算，因由多口支井組成，故計算單位洩降出水量時，須：  ①

除井數  ②加井數  ③減井數  ④乘井數  。  

22. (2)  自噴水井之性能計算，其出水量須  ①加自噴水量  ②減自噴水量  ③除自噴

水量  ④乘自噴水量  。  

23. (1)  水井水量減少，出水壓力減低，或者不出水之故障現象為  ①抽水機  ②電

動機  ③電氣設備  ④內燃機  。  

24. (1)  效率減低，消耗動力增加之故障現象為：  ①抽水機  ②電動機  ③電氣設備  

④內燃機  。  

25. (1)  抽水機效率減退故障之現象為：  ①出水量減少、抽水洩降減小、負荷滅輕

 ②抽水機轉速不足、水量減少、出水壓力減低  ③出水量減少、出水壓力

減低  ④出水壓力及水量減少、抽水洩降減小  。  

26. (2)  滲漏之處理較適用於：  ①水庫  ②渠道  ③河川  ④堤防  之內面工。  

27. (2)  溫差過高影響連續運轉之故障現象為：  ①抽水機  ②電動機  ③電氣設備  ④

內燃機  。  

28. (3)  電源中斷，指示燈不亮之故障現象為：  ①抽水機  ②電動機  ③電氣設備  ④

內燃機  。  

29. (3)  供電過高或過低，或三相電流不平均之故障現象為：  ①抽水機  ②電動機  

③電氣設備  ④內燃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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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  啟動器失靈之故障現象為：  ①抽水機  ②電動機  ③電氣設備  ④內燃機  。  

31. (1)  出水量及出水壓力低弱故障現象為總水頭過大，應改善：  ①抽水設備  ②

馬達  ③水柱管  ④閘門  。  

32. (1)  起動後不出水，抽水機有空轉聲現象之故障為：  ①井內水位過低  ②井內

水位過高  ③水柱管漏水  ④轉速不足  。  

33. (2)  下列何者為輪區內小給、排水路維護及搶修之職責  ①小組長  ②掌水工  ③

村里長  ④班長  。  

34. (2)  PH 計螢幕顯示 LO 時表示：  ①電極棒損壞  ②電源不足  ③溫度計損壞  ④

緩衝溶液變質  。  

35. (1)  PH 計測定完成後，先以去離子蒸餾水清洗表面，再套入：  ①3M 氯化鉀  

②蒸餾水  ③自來水  ④地下水  溶液保護套中保護電極棒。  

36. (3)  EC 計之電極棒附著不潔物時，會造成測定時誤差，故使用前需用何種標

準液校正：  ①硫酸鹽  ②二氧化硫  ③氯化鉀  ④碳酸氫鈉  。  

37. (4)  為維護水庫安全，下列何者非屬水庫範圍內禁止行為：  ①毀壞或變更蓄水

建造物或設備  ②棄置廢土或廢棄物  ③飼養牲畜、養殖水產或種植植物  ④

設置量水設施  。  

38. (1)  小給排水路之平時養護及災害搶修應由：  ①受益人分段負責  ②工作站負

責  ③水利會負責  ④縣政府負責  。  

39. (1)  導水路、幹支分線、排水路等設備每年至少應疏濬或整理：  ①1 次  ②2 次  

③3 次  ④4 次  。  

40. (1)  凡興建於農田水利會設施損毀而妨害輸水時，應由：  ①興建單位  ②水利

會  ③鄉鎮公所  ④縣政府  負責修復。  

41. (1)  水利會對於農田水利設施之養護，除防汎及災害搶修時辦理外，每年應總

檢查：  ①1 次  ②2 次  ③3 次  ④4 次  。  

42. (4)  抽水設備開動前，出水口裝有制水閥者，應先將水閥旋開約  ①二分之一  

②三分之一  ③四分之一  ④五分之一  。  

43. (4)  抽水機檢查運轉時軸承溫度應為室溫以下  ①37℃  ②38℃  ③39℃  ④40℃

 。  

44. (1)   抽水機依使用頻度及水源水質之差異應  ①一～四年  ②四～七年  ③七～十

年  ④十年以上  分解檢修一次。  

45. (3)  抽水設備軸承滑油或滑脂之檢查補充  ①每日  ②每週  ③每月  ④每年  。  

46. (3)  抽水設備軸承滑脂或滑油之更換  ①每二個月  ②每四個月  ③每六個月  ④每

八個月  。  

47. (1)  下列水路維護管理依規定，係居水路小組業務，應妥於維護管理？  ①給水

路  ②放水路  ③導水路  ④排水路  。  

48. (3)  跌水工於通水中應檢查有無  ①淘空現象  ②漫流現象  ③管湧現象  ④水錘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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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  各級排水路及附屬構造物之基礎、暗渠、流入工、跌水工，應於何時疏

浚、修補及填護？  ①每月  ②每半年  ③每年  ④每二年  。  

50. (1)  抽水機洩降過劇可將制水閥關小，減少出水量，使水位洩降保持在  ①7 公

尺以內  ②7 公尺以上  ③8 公尺以上  ④9 公尺以上  。  

51. (1)  導水路及幹支分渠應於何時全面疏浚？  ①通水前  ②通水中  ③通水後  ④不

必  。  

52. (2)  各分水設備，在何時應全面檢修？  ①通水後  ②通水前  ③通水中  ④不必  

以嚴防破壞。  

53. (3)  隧道應於何時檢視周圍有無龜裂、變形、湧水及沖蝕現象？  ①每次通水前

 ②每次通水後  ③每次斷水後  ④不必  。  

54. (3)  管路系統什物較少並無什草，其維護經費：  ①較高  ②中等  ③較低  ④不需

維護費用  。  

55. (1)  管路應於何時檢查制水閥、排氣閥、排水閥之性能？  ①停水前  ②停水後  

③通水時  ④排水後  。  

56. (3)  為避免空氣聚積於管路高處而阻礙水流或排水時需吸進空氣平衡管內壓

力，以免產生負壓力而破壞管路，需設置  ①底閥  ②制水閥  ③排氣閥  ④逆

止閥  。  

57. (4)  在管路系統中，為求有效調配水量及便於管路檢查補修時之順利供水，通

常設有  ①壓力槽  ②安全閥  ③減壓閥  ④調整閥  。  

58. (4)  為配合分水調整需要或管路修理，在管路中需常設有  ①給水栓  ②分水座  

③安全閥  ④中間制水閥  。  

59. (2)  管路何種附屬設備方向垂直於豎槽或角閥，因其閥門心軸容易磨損？  ①分

水座  ②給水栓  ③安全閥  ④制水閥  。  

60. (4)  為便於排除管中之積水或積垢通常於管路較低地點設  ①安全閥  ②制水閥  

③減壓閥  ④排水閥  。  

61. (2)  噴嘴與提昇管其維護主要防止  ①漏水  ②阻塞  ③逆流  ④污染  。  

62. (3)  何種滴水灌溉之末端設備，主要為維護雜物阻塞  ①尾閥  ②給水栓  ③低水

管  ④排氣閥  。  

63. (1)  避免海水倒灌之設施  ①防潮閘  ②制水閘  ③放水門  ④護岸工  。  

64. (1)  抽水機之填料圈填料磨耗程度或機械對洩漏應於何時檢查？  ①每月  ②每

三個月  ③每半年  ④每年  。  

65. (3)  抽水機填料圈填料應於何時換新？  ①每月  ②每三個月  ③每半年  ④每年

 。  

66. (1)  抽水機保持填料圈壓蓋適當之緊度，檢查時機為何？  ①日常檢查  ②每月

檢查  ③每半年檢查  ④每年檢查  。  

67. (1)  抽水機出水側之止回閥是否靈活之檢查，檢查時機為何？  ①日常  ②每週  

③每月  ④每年  。  

Page 37 of 46



68. (1)  抽水機進水口有無雜物堵塞之檢查，檢查時機為何？  ①日常  ②每週  ③每

月  ④每年  。  

69. (4)  抽水機固定部分之鎮定螺栓加強旋緊檢查頻率為何？  ①每月  ②每二個月  

③每四個月  ④每半年  。  

70. (1)  給水路維護管理應屬於下列何單位責任？  ①水利小組  ②工作站  ③水利會

本會  ④農會  。  

71. (3)  抽水機停止抽水時會產生倒流現象，造成抽水機倒轉，下列何種閥類能防

止倒流現象並具有逆止閥之功能？  ①制水閥  ②排氣閥  ③底閥  ④減壓閥防

止  。  

72. (3)  於抽水機出水管設置下列何種閥類，能防止抽水機停止時之逆流？  ①底閥

 ②制水閥  ③逆止閥  ④減壓閥  。  

73. (2)  馬達及抽水機開動前應檢查  ①底閥  ②靜水位  ③排氣系統  ④水柱管  。  

74. (4)  馬達及抽水機檢查電壓，每組最高不得超過  ①300 伏特  ②280 伏特  ③270

伏特  ④250 伏特  。  

75. (3)  設置下列何種設施能知道管路是否漏水或破損  ①水表  ②壓力槽  ③壓力表  

④減壓閥  。  

76. (3)  防砂壩或堤結構破壞，應加以修護  ①每年整修一次  ②每月整修一次  ③破

壞後應即刻修復  ④每半年整修一次  。  

77. (1)  溢洪道如有淘空現象，通常採用  ①穿孔機施行噴漿  ②噴漿  ③敲除重打混

凝土  ④填土  。  

78. (3)  防砂堤或攔砂壩，必須經常檢查，檢查最佳時機為何？  ①每年檢查一次  

②每季檢查一次  ③每次豪雨檢查一次  ④每日檢查一次  。  

79. (1)  馬達及抽水機均能轉動但不出水，其原因  ①抽水機接裝反向  ②電源缺相  

③電壓過低  ④電壓過高  。  

80. (1)  抽水機運轉中有震動現象，其原因可能  ①抽水機與馬達連結不佳  ②馬達

超軸  ③抽水機出水量不足  ④電壓過低  。  

81. (2)  抽水機因揚程減低，出水量增多致使馬達負荷超載其簡易維修方法  ①換小

馬達  ②關小制水閥  ③加大馬達之馬力數  ④檢修底閥  。  

82. (2)  下列何者為抽水機馬達負荷超載原因之一？  ①抽水揚程增大  ②水揚程減

小  ③水質不佳  ④填料圈壓蓋過鬆  。  

83. (4)  抽水機抽不出水，係因馬達倒轉其處理方式：  ①換馬達  ②換更粗電源線  

③檢修底閥  ④調整電源三相線序  。  

84. (3)  滴水管阻塞處理方式為何？  ①拆除更新  ②以空壓機噴氣清除  ③以鐵絲清

除  ④用水清洗  。  

85. (1)  下列何者屬於灌排設施定期維護項目？  ①水路疏濬或除草  ②構造物背後

填土、內面工頂填土及保護工頂填土等  ③水路內禁止亂倒垃圾及任何雜物

 ④訂立小組會員公約，應共同遵守工程設施維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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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4)  下列何項為灌排設施平時維護項目？  ①構造物背後填土、內面工頂填土及

保護工頂填土等  ②水路內禁止亂倒垃圾及任何雜物  ③訂立小組會員公

約，應共同遵守工程設施維護  ④小水路護岸整修  。  

87. (1)  抽水機定期檢查維修下列何項為每月檢查項目？  ①填料圈填料或機械封洩

漏  ②填料圈之填料更新  ③軸承滑脂更新  ④固定部分之螺栓應加強旋緊  。  

88. (3)  抽水機底閥被泥沙或雜物阻塞之處理方法為何？  ①連續開關抽水機  ②全

開出水閥  ③吊拆水柱管清除雜物  ④更換底閥  。  

89. (4)  抽水機出水量不足，發現葉輪摩損其處理方式為何？  ①換馬力較大馬達  

②關小出水閥門  ③換馬力較小馬達  ④更換葉輪  。  

90. (3)  馬達啟動，抽水機轉動但不能出水，不可能故障原因  ①底閥被泥沙或雜物

阻塞  ②填料圈漏氣現象  ③電壓過低  ④馬逹倒轉  。  

91. (3)  抽水機運轉中自行停止發現超載保護器跳脫應檢查何項？  ①抽水機出水口

閥門  ②吸水管  ③電源電流及調整保護器  ④更新底閥  。  

92. (1)  抽水機如揚程過高會有下列何現象？  ①出水量不足  ②倒轉  ③超負載  ④跳

電  。  

93. (3)  馬達啟動，抽水機轉動但不能出水，不可能故障原因  ①底閥被泥沙或雜物

阻塞  ②填料圈漏氣現象  ③電壓過低  ④馬逹倒轉  。  

 

 

15702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維護管理 (田間項)  丙級  工作項目 07：水旱災之預防及

處理  

1. (3)  各地農田水利會將每年：  ①4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  ②5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

 ③5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④7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  為防汛時期。  

2. (1)  農田水利會各工作站於防汛時期，應  ①編組分工  ②各屬所長  ③依照職稱  

④依個人志願  處理有關灌排設施之防害、災修等事宜。  

3. (1)  各項閘門之啟閉功能，災前、災後均應詳加檢查，特別是有礙渠道安全之

雜草棚架，應於：  ①災前  ②災害發生時  ③災後  ④民眾檢舉時  加強取

締。  

4. (3)  台灣地區以連續  ①30 天  ②40 天  ③50 天  ④60 天  以上不降雨，謂之小

旱。  

5. (2)  台灣地區以連續：  ①80 天  ②100 天  ③120 天  ④140 天  以上不降雨謂之大

旱。  

6. (2)  農業乾旱之原因有三，其中以：  ①大氣乾旱  ②土壤乾旱  ③生理乾旱  ④水

文乾旱  為害較重。  

7. (3)  預防乾旱的根本保證是：  ①合理的種植制度  ②耐旱作物  ③優良的灌溉設

施  ④老練的配水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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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依照統計分析，台灣北部地區河川月基流量與水稻用水量比較，每年稻作

較易缺水之月份有二個月是在每年的：  ①三、四月  ②四、五月  ③五、六

月  ④六、七月  。  

9. (2)  依照統計分析，台灣中部地區河川月基流量與水稻用水量比較，每年稻作

較易缺水之月份有三個月是在每年的：  ①二、三、四月  ②三、四、五月  

③四、五、六月  ④五、六、七月  。  

10. (3)  依照統計分析，台灣南部地區河川月基流量與水稻用水量比較，每年稻作

較易缺水之月份有四個月是在每年的：  ①一、二、三、四月  ②二、三、

四、五月  ③三、四、五、六月  ④四、五、六、七月  。  

11. (1)  台灣是個多雨地區，但受地形、地勢與季節之影響，雨時不均，故每年：  

①水旱災頻傳  ②有水災無旱災  ③有旱災無水災  ④水旱災皆無  。  

12. (3)  台灣地區之雨量來自三種型式，其中以：  ①鋒面雨與梅雨  ②鋒面雨與颱

風雨  ③梅雨與颱風雨  ④梅雨與西北雨  佔年雨量之比例尤高。  

13. (4)  農田水利會遇有乾旱，下列何者不是解決措施：  ①加強用水管理  ②實施

輪灌  ③勸導轉作或休耕  ④全面停止供水  。  

14. (2)  台灣地區灌溉水源計畫之基準年，一般採用：  ①3～4 年  ②4～5 年  ③5～

6 年  ④6～7 年  為一次乾旱之頻率年。  

15. (3)  台灣地區之水源灌溉系統大致可概括成：  ①二種  ②三種  ③四種  ④五種  

來源。  

16. (1)  在四種不同水源灌溉系統中，以：  ①河川  ②水庫  ③池塘  ④地下水  因其

蓄水功能較小，故發生缺水之情況最為頻繁。  

17. (4)  乾旱時期之地下水井出水量低於需水量 30％以上時，下列何者不是解決措

施：  ①加深抽水量  ②調整抽水機性能  ③洗井  ④停止抽水運轉  。  

18. (4)  乾旱時期，執行非常灌溉，可收減輕災害損失，下列何者不是執行困難之

原因：  ①必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②農民需水孔急用水秩序不易維持  ③

補助水源難以尋覓  ④田間作物種類太多  。  

19. (3)  非常灌溉是視水源缺少程度與不影響作物生長之原則下，因水源銳減至難

以執行時，則採用：  ①減水深法  ②輪距延長  ③減少灌溉面積法  ④全面休

耕  以資因應。  

20. (2)  小給排水路之平時養護及災害搶修，應由  ①工作站  ②受益人  ③地方政府  

④農田水利會  分段負責辦理。  

21. (4)  農田水利會對灌溉設施除防汛及災害搶修應即時辦理外，每年並應辦理：  

①四次  ②三次  ③二次  ④一次  總檢查，並擬具計畫辦理歲修。  

22. (2)  農田水利會災害損毀報告，應於災害發生原因消失之日起：  ①三日內  ②

四日內  ③五日內  ④一週內  提報末次損毀報告。  

23. (1)  辦理搶修工程時，常先應將最明顯受災處拍照，併入預算書存證，施工中

及完工後，亦須在：  ①同一角度  ②對角方向  ③任何角度  ④反方向  拍照

併入決算書中供查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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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  農田水利會辦理災害搶修工程，應將辦理情形及預決算書資料整理成件依

序編號：  ①彙存工作站  ②彙存水利會  ③送縣市政府辦理  ④彙存水利小組

 。  

25. (3)  減水閘埧啟用之標準、水位或時間，由：  ①管理單位訂定  ②管理單位訂

定，報主管機關核定  ③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④由操作人員

視情況決定後  公告之。  

26. (1)  緊急防汛時，主管機關或農田水利會得就地：  ①徵用  ②調用  ③購用或僱

用  ④借用  關於搶護必需之物料、人工、土地。  

27. (2)  防汎期間，以強暴、脅迫使管理人員啟閉水門，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①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②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③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④罰金  。  

28. (3)  在枯水期間，水庫下游用水人之水權額定用水量大於天然流量時，水庫之

放水量  ①不得大於  ②應等於  ③不得小於  ④不考慮  流入水庫之天然流

量。  

29. (1)  有閘門之水庫於供水期間，其最高放水流量：  ①不得大於  ②不得小於  ③

應等於  ④不考慮  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  

30. (2)  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  ①不得低於  ②不得超過  ③應同等於  ④不考慮  該

水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  

31. (4)  農田灌溉排水之目的，在防止農作生產發生需水過與不及之災害，因此其

目標是  ①不考慮灌溉  ②不考慮排水  ③不考慮土壤水分  ④考慮適合作物生

長狀況  。  

32. (4)  水為農作物本體之主要成分，故在生長過程中，何者不是造成農作物災害

之因素：  ①降雨不足  ②降雨過多  ③雨時不均  ④風調雨順  。  

33. (4)  抑制過剩水源之發生為排水治本之計，下列何者不是水源控制措施：  ①防

止水庫與渠道滲漏  ②提升灌溉效率，加強灌溉管理  ③增高下游河川堤防  

④提高河川河床高度  。  

34. (1)  河川取水設施遇有水位變化時，應注意其安全，必要時應設法補強，特別

是：  ①颱洪時期  ②缺水時期  ③用水時期  ④停水時期  應特別注意管理。  

35. (4)  為避免：  ①取水門  ②丁埧  ③臨時攔河堰  ④攔河埧  被沖毀，應在適當時

間開啟排砂閘門。  

36. (4)  進水口、圳路或各項設施，遇有：  ①量水設施  ②分水門  ③跌水工  ④坍方

堵塞  應立即設法清除，以免釀成災害。  

37. (2)  埤池之水位應依：  ①需水情形  ②管理規範  ③降雨情況  ④入流量  調節，

避免急激漲落，以護堤岸之安全。  

38. (3)  如發現埤池堤岸漏水量突然增加時，應查明原因：  ①照像存証  ②呈報上

級派員處理  ③即時作防護措施  ④詳加記錄列入定期修繕辦理  。  

39. (4)  下列何者非為管理人員應對區域內排水設施經常巡視，之主要目的：  ①防

止擅自在排水用地內墾植  ②防止亂倒廢棄物  ③防止擅自變更排水路或引

水灌溉  ④防止百姓休憩  。  

40. (3)  下列何者為天然災害：  ①礦災  ②空難  ③水災  ④海難  。  

Page 41 of 46



41. (1)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  ①內政部

 ②經濟部  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④交通部  。  

42. (3)  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

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  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②交通部  ③經

濟部  ④內政部  。  

43. (2)  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動植物疫災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為  ①交通部  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③經濟部  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44. (4)  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  ①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  ②經濟部  ③內政部  ④交通部  。  

45. (2)  災害防救法在中央主管機關：  ①行政院  ②內政部  ③交通部  ④經濟部  。  

46. (1)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達災害防救之目的，得採取法律、行政及財

政金融之必要措施，並向：  ①立法院  ②考試院  ③行政院  ④總統府  報

告。  

47. (3)  為實施災害應變措施，下列何者非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施事項：  ①水利、

農業設施等災害防備及搶修  ②消防、防汛及其他應變措施  ③災害防救科

技之研發或應用  ④受災兒童及少年、學生之應急照顧  。  

48. (2)  為確保防救災專用微波通信之暢通：  ①交通部  ②內政部  ③中華電信  ④警

政署  就電波傳輸暢通之必要範圍，劃定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並公告

之。  

49. (3)  各農田水利會管理之農田水利設施遭受天然災害，應先行主動辦理緊急處

理之搶險、搶修措施，以防止災害擴大，並於災害發生後立即向：  ①內政

部  ②經濟部  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④農田水利會聯合會  查報災情。  

50. (4)  各農田水利會經核定之復建工程，其設計初稿、工程發包、驗收決算等作

業，應依照「農田水利會工務處理要點」規定辦理。各件復建工程除特殊

原因報准外，應於翌年  ①二月底  ②三月底  ③四月底  ④五月底  以前全部

辦理完成。  

51. (2)  災害發生後之第一次災害損毀報告應於受災日起：  ①一日  ②二日  ③三日  

④四日  內提報。  

52. (2)  臺灣地區位於東亞季風氣候區，每年平均雨量高達 2,500 公釐，尤其 80%

雨量集中在：  ①春季  ②夏季  ③秋季  ④冬季  期間。  

53. (1)  各農田水利會務必在每年汛期前：  ①4 月底  ②5 月底  ③6 月底  ④7 月底  

確實完成所轄排水路及重要閘門安全檢查工作。  

54. (3)  各農田水利會水 (風)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指揮官由：  ①鄉長  ②縣長  ③會

長  ④副縣長  兼任。  

55. (3)  農田水利會水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時機區分為：  ①一級  ②二級  ③三

級  ④四級  開設。  

56. (2)  農田水利會水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三級開設時機為，上級指示、中央氣象

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  ①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 毫米  ②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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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  ③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300 毫米  ④24 小時累積雨量

達 400 毫米  以上時。  

57. (3)  農田水利會水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二級開設時機為，上級指示、地方政府

指示、中央氣象局發布大豪雨特報：  ①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150 毫米  ②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50 毫米  ③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350 毫米  ④24 小時累積雨

量達 450 毫米  以上有發生水災之虞時、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時。  

58. (2)  農田水利會水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一級開設時機為，上級指示、地方政府

指示、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後 12 小時仍未解除時、中央氣

象局發布超大豪雨特報：  ①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400 毫米  ②24 小時累積雨

量達 500 毫米  ③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600 毫米  ④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700 毫

米  以上後。  

59. (3)  農田水利會各區管理處(所)及工作站應迅速蒐集災害資料並拍照彙整災情

統計資料，於：  ①每日上午 7 時及中午 12 時  ②每日上午 8 時及下午 2 時

 ③每日上午 9 時及下午 2 時  ④每日上午 9 時及下午 3 時  ，於災情通報系

統回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60. (2)  各農田水利會年度預算，應依年度支出預算總額：  ①1% ②1.5% ③2% ④

2.5% 編列災害準備金，支應災害緊急搶險、搶修及復建經費之需。  

61. (2)  各農田水利會勘查災情，視情況需要則於災害後：  ①1 日  ②2 日  ③3 日  

④4 日  內前往實地勘查。  

62. (3)  依經濟部水利署「旱災災害緊急應變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定，旱災等級區

分為：  ①一級  ②二級  ③三級  ④四級  。  

63. (1)  農業耕作隨作物不同如有缺水疑慮，必需考量停灌休耕時，最遲應在：  ①

1 月底  ②2 月底  ③3 月底  ④4 月底  以前作成決議，俾避免農民損失。  

64. (4)  經濟部訂定農業給水旱災等級一級狀況為缺水率：  ①20% ②30% ③40% 

④50% 以上。  

65. (4)  經濟部訂定農業給水旱災等級二級狀況為缺水率：  ①10 至 20% ②20 至 3

0% ③30 至 40% ④40 至 50% 以上。  

66. (3)  經濟部訂定農業給水旱災等級三級狀況為缺水率：  ①10 至 20% ②20 至 3

0% ③30 至 40% ④40 至 50% 以上。  

67. (2)  因氣候長期不降雨或降雨量不如預期且雨量極少為：  ①供水上乾旱  ②水

文上的乾旱  ③生理上的乾旱  ④心理上乾旱  。  

68. (3)  因供水量少於各標的的需水量為：  ①生理上的乾旱  ②心理上乾旱  ③供水

上乾旱  ④水文上的乾旱  。  

69. (2)  視作物生長生育階段，在不影響作物生長之原則下，維持原來一次灌溉水

深，以延長作物灌溉輪距實施配水為：  ①減水深法  ②輪距延長法  ③灌溉

平均分配法  ④減少灌溉區域面積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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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3)  缺水率為 20~30%對已插秧水稻進行相關配水操作，下列何者為非：  ①加

強灌溉用水管理  ②減少灌溉水深  ③釐定亢旱因應措施  ④實施分區分組大

輪灌  。  

71. (2)  缺水率為 20~30%對未插秧水稻進行相關配水操作，下列何者為非：  ①間

斷供水插秧  ②減少灌溉水源  ③釐定亢旱因應措施  ④實施輪流灌溉  。  

72. (2)  在乾旱期間，能以：  ①最高水量及最短時間  ②最少水量及最短時間  ③最

少水量及最長時間  ④最高水量及最長時間  達到最高水資源利用率。  

73. (3)  農業旱災危機管理有賴政府和  ①農會  ②農產合作社  ③農田水利會  ④商業

工會  之緊密合作，才能減輕缺水影響。  

74. (1)  農田水利會擬定救旱工作計畫是因遭遇：  ①灌溉水源  ②民生水源  ③工業

用水  ④家庭用水  短缺時。  

75. (2)   依據經濟部旱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依缺水情勢以下何者為三級狀況  ①

當一區供水黃燈且涉水源調度  ②當一區供水黃燈或一區供水綠燈且涉水源

調度  ③當一區供水黃燈或二區供水綠燈且涉水源調度  ④當二區供水黃燈

且涉水源調度或一區供水橙燈  ，並經水利署研判水情恐持續惡化時。  

76. (3)  依據經濟部旱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依缺水情勢以下何者為二級狀況  ①

當二區供水黃燈且涉水源調度或一區供水橙燈  ②當一區供水黃燈或一區供

水綠燈且涉水源調度  ③當一區供水黃燈且涉水源調度  ④當一區供水黃燈

或二區供水綠燈且涉水源調度  ，並經水利署研判水情恐持續惡化時。  

77. (1)  依據經濟部旱災災害應變標準作業程，依缺水情勢以下何者為一級狀況  ①

當二區供水黃燈且涉水源調度或一區供水橙燈  ②當一區供水黃燈或一區供

水綠燈且涉水源調度  ③當一區供水黃燈且涉水源調度  ④當一區供水黃燈

或二區供水綠燈且涉水源調度  ，並經水利署研判水情恐持續惡化時。  

78. (4)  西部區域河川型及東部區域農田水利會，當各區水資源局達第一階段限水

(黃燈)為標準，以實際與計畫用水量計算，缺水率：  ①20% ②30% ③40% 

④50% 以上，成立旱災緊急應變小組。  

79. (2)  乾旱時期觀測地下水靜水位變化，井體損耗率及出水量揚程研判預估期抽

水量為：  ①河川水  ②地下水  ③回歸水  ④水庫水  。  

80. (2)  根據歷年觀測灌區降雨時或作物灌溉時期排水路流量大小，估計可運用水

源水量為：  ①灌溉排水  ②灌區迴歸水  ③地下水  ④水庫回流水  。  

81. (3)  依據農田水利會旱災災害防救作業手冊，旱災：  ①一級  ②二級  ③三級  ④

四級  狀況時，農田水利會須成立旱災緊急應變小組。  

82. (4)  如遇嚴重亢旱，下列何者應調查分析缺水實際情形層報水利會：  ①小組長

 ②班長  ③農民  ④工作站  。  

83. (3)  農田水利會旱災應變小組召集人為：  ①總幹事  ②管理組長  ③會長  ④主任

工程師  。  

84. (3)  水源水量之預估水庫進水量以：  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②臺灣自來水公司  

③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局  ④農田水利會  採用之超越機率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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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4)  因降雨量、河川水量、地下水、水庫蓄水量等水文水量減少時，因而使農

作物灌溉用水呈不足情形稱：  ①水文乾旱  ②民生乾旱  ③工業乾旱  ④農業

乾旱  。  

86. (1)  評估農業缺水係依水源水量與：  ①灌溉計畫用水量  ②民生總用水量  ③水

庫進水量  ④地下水儲存量  比較估計缺水率。  

87. (3)  當缺水率為 40~50%對已插秧水稻進行：  ①繼續全面灌溉  ②增加灌溉水深

 ③實施非常灌溉  ④實施大輪灌  ，儘量維持稻作存活為原則。  

88. (4)  灌溉水源未達計畫用水量：  ①40% ②50% ③60% ④70% 時，田間灌溉應

採取相關灌溉措施，因應灌溉用水不足。  

89. (2)  乾旱時期灌溉管理配合措施，下列何者為非：  ①加強迴歸水的利用  ②鼓

勵農民同時用水  ③加強灌溉管理  ④抽取地下水  。  

90. (3)  旱災達一級狀況依據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每日：  ①上午 9

時前  ②上午 10 時前  ③上午 11 時前  ④下午 2 時前  發布旱災災害通報表。  

91. (2)  農田水利會於中央氣象局解除豪雨特報，水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撤除後，

遇灌排水門損壞，應迅速呈報：  ①總務組  ②管理組  ③工務組  ④財務組  

辦理維修或改善。  

92. (2)  後勤支援組於災害發生時自備或協調相關救災單位，提供完整之後勤支援

協助救災，後勤支援組長由：  ①管理組長  ②總務組長  ③財務組長  ④工務

組長  擔任。  

93. (3)  農田水利會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利處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  ①

8 小時  ②12 小時  ③24 小時  ④48 小時  內，於災情通報系統填報列管水閘

門安全檢查結果及啟閉現況並將資料建檔備查。  

94. (2)  若受災農田水利會有需其他部會或單位協助時，進駐人員應陳請：  ①縣政

府  ②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③內政部  ④經濟部水利署  請求協助。  

95. (3)  農田水利會訂定缺水時期因應不同缺水程度之配水計畫及救旱措施，並報

經：  ①經濟部水利署  ②縣政府水利處  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④農田水利會

聯合會  備查後公告。  

96. (2)  救旱工作依不同缺水情況因應措施辦理各事項，員工動員救旱應：  ①正常

休假  ②停止休假  ③出國旅遊  ④推諉逃避  。  

97. (3)  缺水率 50%以上種植之旱作，此時必須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公告實行：  ①噴

灌  ②滴灌  ③停灌  ④漫灌  。  

98. (2)  為節省田間灌溉水量消耗，降低每次灌溉水深、增加灌溉次數頻率，以節

省整體灌溉用水量為：  ①大輪灌  ②減少灌溉水深  ③增加灌溉水深  ④輪流

灌溉  。  

99. (1)  在部份耐旱性較低之區域，當缺水率達 20~30%時，倘若連續乾旱日數延

長  ①30 天  ②40 天  ③45 天  ④50 天  以上而未插秧時，農田水利會即開始

勸導農民轉作甚至進行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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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  當缺水率已達 40-50%時，已插秧渠道末端地區灌溉為確保上游稻作之存

活，配合政府政策已辦理公告方式施行  ①正常輪流灌溉  ②斷水停止灌溉  

③實施非常灌溉  ④延長輪灌期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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