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文水庫  

 

曾文水庫集水區全部位居嘉義縣境內，係為調節並充分利用曾文溪

之水資源，以改善與擴充嘉南地區耕地灌溉之目的而興建，並兼具供發電、防

洪、觀光功能，是一個多元性的水庫。此處環境優美、湖光山色美不勝收，是

台灣最大的水庫，水庫大壩高１３３公尺，長約４００公尺 

 

 

曾文水庫集水區域位於東經120.30＇44“~120.49＇27＂，北緯 

23.13＇01“~23.30｀ 之間，北與濁水溪流域之阿里山集水區為界，東臨陳有蘭

溪及楠梓仙溪流域上游，南接楠梓仙溪流域中流及鹽水溪流域之密枝溪集水

區，西接八掌溪流域，行政區域分屬於嘉義縣阿里山鄉、大浦鄉、番路鄉、竹

崎鄉及高雄縣三民鄉。集水面積約為481平方公里。 

- 

水  源 曾文溪  

位  置 嘉義縣大埔鄉  

興建機關 台灣省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  

管理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興建時間 民國 56 年 7 月 ～民國 62 年 10 月  

功能效益 １灌溉：面積 66,680 公頃（經烏山頭水庫）  

２給水：每日 35 萬立方公尺(經烏山頭水庫)  

３發電：年發電量 2.12 億度（曾文電廠）  

４防洪  

５觀光：旅遊資訊，請至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旅遊

資訊網 

 

 

水庫  

集水區面積 481 平方公里  

滿水位面積 17.1 平方公里  

總容量 7 億 1,270 萬立方公尺  

滿水位標高 227 公尺  

有效容量 5 億 9,550 萬立方公尺(原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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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庫興建於曾文溪上游，主要目標為調節並充分

利用曾文溪之水資源，改善與擴充嘉南地區耕地之灌

溉，完成後兼具水力發電、給水及防洪等效應。 水

庫於民國 56 年動土興建，民國 62 年完工，為國家重

大經濟建設之一。水庫蓄水成湖後，原本崇山峻嶺、

人跡罕至的庫區，成為映照四周蓊籲山林的萬頃碧

池。為使這天然美景、豐富的大自然生態資源能與全

民共享，於民國 63 年 7 月正式開放觀光。  
 

 

 

 

1959 民國 48 年，台灣省水利局成立『第三規劃調查隊』負責規劃與調查興建水庫有關

資料。 

1963 民國 52 年，改名『曾文水庫計畫工作處』。 

1964 民國 53 年又更名為『曾文水庫工程籌備處』仍隸屬台灣省水利局。 

1966 民國 55 年 7 月，省府成立『曾文水庫工程局』由『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指揮監

督，負責水庫建造。 

1973 民國 62 年 10 月，曾文水庫正式完工蓄水運作。 

1974 民國 63 年元月，省府成立『曾文水庫管理局』職司水庫營運管理、水土保持、社

區建設、觀光開發及研究發展業務。 

1987 由於美濃水庫興建計畫遭居民抗爭無法定案，前台灣省水利局未雨綢繆，預先規劃

南化水庫以為替代。 

1987 民國 76 年，奉行政院核定成立『南化水庫測設隊』以辦理該水庫之設計及相關作

業。 

1988 民國 77 年 9 月，南化水庫動工，由前台灣省水利局及省自來水公司各調集人力合

併成立『南化水庫臨時工程處』負責工程之推動。 

1990 民國 79 年，牡丹水庫相繼開工，為因應南部水資源開發計畫之龐大專業技術人

力，省政府乃於 9 月成立『台灣省水利局南部水資源開發工程處』全權負責台灣南

部地區七縣市所有水資源開發事宜。 

1998 民國 87 年元月，省政府將曾文水庫管理局與省水利局轄下之南部水資源開發工程

處、阿公店水庫管理委員會等機關整合，在省府水利處轄下成立南區水資源局。 

1999 民國 88 年，因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本局於 7 月 1 日改隸經濟部水

利處，全銜更名為『經濟部水利處南區水資源局。 

2002 民國 91 年，本局依『經濟部組織法』第 11 條修正公布之『經濟部水利署各區水資

源局組織通則』規定，於 3 月 28 日改制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資源局』。 
 

 

 

 
鳥類生態 

 

 麻雀【文鳥科】  Tree Sparrow   

 白腰文鳥【文鳥科】  White-rumped Munia    

 斑文鳥【文鳥科】  Nutmeg Mannikin   

 綠繡眼【繡眼科】  Japanese White-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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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頭翁【鵯科】  Chinese Bulbul   

 紅嘴黑鵯【鵯科】  Black Bulbul   

 白環鶯嘴鵯【鵯科】  Collared Finchbill   

 紅鳩【鳩鴿科】  Red Turtle Dove   

 斑頸鳩【鳩鴿科】  Spotted Dove   

 綠鳩【鳩鴿科】  Japanese Green Pigeon   

 翠翼鳩【鳩鴿科】  Emerald Dove   

 金背鳩【鳩鴿科】  Rufous Turtel Dove   

 樹鵲【鴉科】  Himalayan Tree Pie    

 台灣藍鵲【鴉科】  Taiwan Blue Magpie   

 巨嘴鴉【鴉科】  Jungle Crow   

 八哥【八哥科】  Crested Myna   

 褐頭鷦鶯【鶯亞科】  Tawny-flanked Prinia   

 斑紋鷦鶯【鶯亞科】  Brown Hill Warbler   

 灰頭鷦鶯【鶯亞科】  Yellow-bellied Prinia   

 棕扇尾鶯【鶯亞科】  Fan-tailed Warbler 
 

  

│   
 
 

 

植物生態 

 

 黑板樹【夾竹桃科】     

 軟枝黃蟬【夾竹桃科】     

 沙漠玫瑰【夾竹桃科】     

 夾竹桃【夾竹桃科】     

 可可椰子【棕櫚科】     

 蒲葵【棕櫚科】     

 棍棒椰子【棕櫚科】     

 大王椰子【棕櫚科】     

 黃椰子【棕櫚科】     

 叢立孔雀椰子【棕櫚科】     

 雨豆樹【含羞草科】     

 相思樹 【含羞草科】     

 摩鹿加合歡【含羞草科】     

 美洲合歡【含羞草科】     

 火焰木【紫薇科】     

 炮仗花【紫薇科】     

 小葉南洋杉【南洋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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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氏南洋杉【南洋杉科】     

 鐵刀木【蘇木科】     

 阿勃勒【蘇木科】   
 

 

  

 

 
一、風景區開放時間： 

平常日及冬令期間（ 11 月至翌年 3 月） 8 時～ 16 時 45 分 

例假日及夏令期間（ 4 月至 10 月） 8 時～ 17 時 45 分 

 

二、入區遊客應購買環境美化清潔維護門票，其門票分為下列三種： 

全票新台幣 100 元。 

半票新台幣 50 元。（軍警、 65 歲以上老人及國小兒童） 

30 人以上團體購買團體票。（依應購門票 8 折計收） 

大型車輛停車費每部新台幣 50 元。 

小型車輛停車費每部新台幣 40 元。 

機車停車費每部新台幣 20 元。 

 

三、下列人員得免費入園參觀： 

1. 幼稚園（含）以下幼童、身心障礙者本人及陪同照護者 1 人。  

2. 退休公教人員。  

3. 志工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滿 300 小時以上，持有志願服務榮譽卡者。 

四、入區遊客注意事項： 

1. 為維護區內動植物生態，請勿任意捕捉及攀折踐踏。  

2. 區內嚴禁擺置攤位及隨意兜售物品，違者報警查處。  

3. 曾文溪洩洪河道及水庫水域危險，嚴禁游泳嬉水。  

4. 遊客垂釣請前往本局公告岸邊釣魚區，以免發生危險。  

5. 非露營烤肉區嚴禁露營烤肉。  

6. 颱風豪雨季節期間，請注意坍方落石，以維安全。  

7. 區內嚴禁隨意攀折花木、捕抓野生動物、破壞公共設施、棄置垃圾、便溺及其他惡意

行為，違者報警查處。  

8. 東口露營區為開放式空間不另收清潔維護費，請勿任意棄置垃圾，並基於安全管理本

區未提供遊客用電服務。 

五、其他：  

1. 入區票券僅限當日使用，隔日作廢。  

2. 票券內含遊客平安保險，票根請妥為保存，勿隨意丟棄。  

3. 遊客購票後，請當場點清售票員交予之門票種類、張數及應找金額，如有不符請當場

向售票員提出異議並要求更正（離開售票站後因查證不易，恕難受理），售票員如有

拒絕更正行為，請立即向本局曾文水庫管理中心投訴反映，本局將儘速派員前往售票

站處理。  

4. 本局曾文水庫管理中心遊客諮詢服務電話：06-5753251 轉 6210 、 6201 或 6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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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南下)  

國道 1 號高速公路→嘉義系統交流道→台 82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國道 3 號高速公路→官田

系統交流道→台 84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玉井→台 3 線省道→楠西→水庫通達道路→曾文水

庫(二橋收費站)  

高速公路(北上)  

國道 1 號高速公路→新市收費站前→台南系統交流道→國道 8 號高速公路→新化→台 20 線

省道→左鎮→玉井→楠西→水庫通達道路→曾文水庫(二號橋收費站)  

 

國道 3 號高速公路→官田系統交流道→台 84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玉井→台 3 線省道→楠西

→水庫通達道路→曾文水庫(二號橋收費站)  

省道 

台南台 20 線省道→永康→台 20 線省道→新化→台 20 線省道→左鎮→ 

台 20 線省道→玉井→台 20 線省道→楠西→水庫通達道路→曾文水庫(二號橋收費站)  

鐵路 

於台南火車站下車，往台南市中山路搭乘興南客運班車前來曾文水庫  

旗山 

台 3 線─南化─台 3 線─北寮─台 3 線─玉井─台 20 線─楠西─174 縣道─曾文水庫（2

號橋收費站）  

嘉義市 

台 3 線─中埔─台 3 線─沄水─台 3 線─大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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