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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簡陋堤防建立預警系統

台灣河川因受地形 、地質、氣候及地理位置等天然條件影響，問川大都

坡陡流急，流量豐枯懸殊，輸砂量多，河道不穩定，每遇暴雨，常漫溢成災

，惟防洪患需考慮各河川之自然條件，宜就束洪、導洪、蓄洪、分洪、避洪

等方法 ，兼籌並顧 。

台灣河川之整治， 一向以興建堤防為主，早期河道之治理先築堤攔堵分

歧流路，並於沿岸構築片段堤防或護岸，局部性加以保護，其後才逐漸銜接

與增建，進行較有系統整理，目前重要河川大都已完成防洪體系 。 近年來由

於社會發展 ， 河川沿岸土地高度利用 ， 因之相對保護需求更加殷切 ，為確保

居民生命財產安全，除早期興建較簡陋堤防應以加高加強，對尚未受保護地

區，應加速興建堤防，另需加強低水治理及河川環境美化工作，臨都市河川

可將高灘地闢為公園或運動場 ，除提供民眾親水休憩地區外，並可穩定水流

， 減少洪患 c 此外應加速建立水災預報警報系統，以降低洪水災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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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川特性坡陡流急不穩

台灣河川因受地形、地質、氣候及地理位置等天然條件影響， 一般特性

為坡陡流急、流量豐枯懸殊、河道不穩定與一般大陸性河川顯著不同，茲就

地文因于及水文因子分述如下 .

一、地文因子

(一)地形

台灣位於中國大陸東南側，隔台灣海峽與福建省相望，為西太平洋島弧

的樞紐，台灣本島面積為 35 ， 775平方公里，地形狹長，南北長約 383公且，

東西寬約 142 公里，台灣山嶺綿互'山地多平地少，依地形可區分為山岳、

丘陵、台地、平原等區域，中央山脈縱貫全境，大小支流均以中央山脈為分

水績，台灣地勢起伏大，傾斜度在 5 度以內者佔百分之三十弱，海拔 100 公

尺以下僅佔 25% '平原和台地大多分布在西部 。

(二)河川規模

台灣河川共 129 條水系，大部分河川均短，且以流域面積小於 100 平方

公里為最多約佔五分之三。 台灣地區河川長度、河川流域面積統計如表 1 - 1

、表 1 -2 0 

(三)河川坡度

台灣地區由於山區地勢陡峻，東西狹窄，故河川大都坡度陡峻，由表l

3就六十條較大河川統計獲悉，中坡度大於百分之一者約佔92% ο 此外亦可按

下游段坡度，分為急流河川及緩流河川兩類，無論急流或緩河川，其上游坡

度均大於百分之一 。 急流河川下游部分:即出河谷後，其坡度逐漸變緩為二

百分之一至五百分之一之間;緩流河川如八掌溪、朴子溪、急水溪、曾文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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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河川長度統計表

河川長度( km ) 河川數

短於 30 95 
30 ~ 50 13 
50 ~ 70 8 
70 ~ 90 6 

大於 90 7 

表 1 -2 河川流域面積統計表

河域面積( km' ) 河) 11數

~'am 100 83 
100~500 30 
500 ~ 1, 00 。 7 

1， OOO~2 ， 000 

大於 2 ， 000

表 1 - 3 台灣河川坡度

河川坡度 河川數

1:14 17 
1:14~ l: 20 8 
1:20~1:40 

1:40~1:100 14 
緩於 1 : 100 

詮:本表河川坡度降指高差除以河川長度，非通常

所謂之平均坡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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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游段坡度約在一千到三千分之一之間 。

(四)河道輸砂量

台灣河川溪源，地質大多為粘板岩及頭輯山層，質地脆弱易於風化，流

水中懸移質來自上游表土沖蝕及集水區崩明土石 。 台灣河川含砂量濃度雖不

大，但各河流年平均沖刷深度卻較大陸型河川為大，其中最小為 2 公塵左右

，最大高達 20 公塵以上，約為美國田納西河流域 0.25 公置之 8 ~ 80 倍，由

此可見台灣河川輸砂量之大 。

(五)河床沖淤

台灣河川大都屬沖淤互見現象 ，近年來由於人為因素河道大量採取砂石

，西部河川河床大部分均呈下降，河床平均高度下降 1 至 3 公尺，東部河川

因河流短促、坡陡流急，每遇暴雨，山洪挾大量砂石沖擊而下，造成河道淤

積，河道不穩定 。

二、水文因子

(一)降雨量

台灣位於亞熱帶，年平均降雨量約為 2 ， 500 公臣，山地區域最大年雨量

可高達 6 ， 600 公塵，平原地區最小年雨量亦達 1 ， 000 公塵，降雨強度大，日

暴雨量最高達300公巨至1， 000公壓之間 。 雨量豐沛，惟分配不均，降雨量百

分之八十集中於雨季 ( 約五月至十月間 ) ，洪水季節，常一雨成災。 另部分

豪雨成因為颱風所致，依歷年統計，侵襲台灣之颱風均發生於每年四至十一

月 間，以八月最多，七至九月三個月發生颱風數約佔80% '侵襲台灣之颱風

每年發生 3~5 次，颱風挾帶豪雨造成災害者約 2. 2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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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川流量

台灣地區由於降雨量分布不均，大部分逕流量集中於雨季，流量豐枯懸

殊，流況系數大，暴雨時河川水流端急，河川流量隨降雨而迅速上升，洪水

挾大量泥沙沖擊河岸，故需預留寬廣河道以容納洪流;乾季時雨量稀少，河

床乾枯水源不足，致使生活用水及農業用水欠缺，需抽取地下水或建水庫蓄

水濟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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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河川防洪現況採東洪導洪法

一、河川分類

台灣地區現有河川 129 條水系，依各河川流域特性，治理情況，水資源

利用及其他特性，計區分為主要河川21條水系，次要問川29條水系，普通河

川 79 條水系，其中主 、次要河川例如表 2-1 。

台灣省各河川管理業務權賣依現行法規(河川管理規則) ，王、次要河

川區域之劃定與治理工程之規畫、施工及主要河川防洪工程建造物之檢查維

護，以台灣省水利局為主管機關 ; 普通河川區域之劃定與治理工程之規畫、

施工 ，次要及普通河川河防建造物之檢查維護，由縣(市)政府主管，另所

有河川之行政處理工作(巡防、取締、 ?可川資源之使用管理)交由縣(市 ) 政

府辦理 。

二、河川規畫工作

(一〉規畫方針

台灣主要河川大部分在日據時期即已著手規畫，部分並據以實施，惟早

期河川治理，主要在於築堤攔堵分歧流路，並於沿岸構築片段堤防或護岸，

局部性加以保護，其後才逐漸銜接增建，進行較有系統整理 。 台灣光復後鑒

於河川整體治理重要，台灣省水利局成立規畫總隊，專司其事，針對全省主

、 次要?可川做整體治理規畫。另普通河川由縣(市)政府負責規畫 。

現階段台灣河川規畫方針係針對河川特性，就河川流域水土利用與保育

原則研訂洪水防禦策略，訂定水道治理計畫線並以公告，以供作防洪工程實

施及河川管理之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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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台 區主要河川名稱一覽表

Ij( 系jJlJ ýnJ 川名稱 Ij( 系 )j IJ ýnJ ) 11 幸if品 Ij( 系 )j IJ i"J 川手ifA Ij( 系)j IJ i "J 川紅稱

!謝陽溪 大女 1至 大女 1至 “自區I要 }J }J i要

縱來1星 大 '1 1i至 大 I~ i至 朴于 i美 朴 h長 中兩1至 i 

于l﹒!謝河 烏 1至一 ' 1 糊 I長 卯的li豆 JIt'!';O至
的防1至

h t-i至 絨線1至 八卒: i至 1\ 宇 1長 )起Ijlf ì至

人;均JI里 1至 4、 |術 I長 'f5 M幣1至

À巨龍:美 人: W I葵 急 Ij( I長 2、 Ij( i其 樂樂 j棄一

小瞧溪 hL1至 龜.y( ì至 lv j至
I3 1桌 f;; M串串fr要

1克Jj(iuJ ~fiiPjU正 仰文1至 科文 1至 ~Iy 月， 1星

大漢1至 J~i h長 1是用li1至 名 r~i長

.#ilM長 ",1 iilJli至 ?總 IK 1至 FHFK I豆 l; i; 71，1(. 7長
淡 IK iuJ 

-'it俺們'J 乾 1至 { j至 { i至 iti齡長

.峽 1至 任 n至 的!月: i至 光 Wi至

Hi美 1至 濁水溪 h1(llli至 !心哲KI長

{b注 1至
Jt勢溪 濁水1至 i-N水這 IlJjll1月至 ，\i: i農 1至 1月 1 |t I至

Ufi t'Jíli豆 做 ÚI樹 1至 隘拼法 而吟J I至

3削ííi~ 1Hlf#1至 Jti~i莫 sl{計 1英 水!瓜 1至

L t-I' ì至 Jti些 1長 IH, J已 1至 !.I.u在 1至 *准接

後龍i要 後能J桌 粉1長 林邊1至 l+且是 1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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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川保護標準

台灣河川之保護標準係依據河川區分等級及保護地區之社會環境、經濟

狀況等採用不同標準 。

l.主要河J 11 :採用 100 年頻率一次洪水量〔特殊重要河川(如台北防洪

)採用 200 年頻率一次〕

2. 次要河J 11 :採用 50 年頻率一次洪水量 o

3. 普通河J 11 :採用 25 年頻率一次洪水量 o

(三 )河川規畫情形

台灣地區主、次要及普通河川計 129 條水系 ， 其主 、 支流及防洪緊要!視

為普通河川計 23711屎，目前主、次要河川已規畫完成約 62% '預定至民國 87

年可全數完成，普通河川目前僅規畫完成 23% '尚待加強辦理，詳如表 2 - 2

。

表 2-2 台灣地區河川規畫辦理情形統計表

河J iI別 水系數 主支流數 已規畫完成 規畫中 待規畫 完成率(%)

主要河川 21 80 50 20 10 62.5 
汶要河川 29 36 22 11 3 61. 1 
普通河川 79 121 28 51 42 23.1 

註:普通河川主支流數，合防洪緊要部分視同普通河川 42 候 。

三、台灣河川之防洪現況

台灣河川已往之防洪策略可分為工程方法及非工程方法，工程方法有束

洪、導洪、蓄洪、分洪等 。 台灣地區受地形所限蓄洪與分洪較難採行，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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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止採用蓄洪者，除多目標水庫外僅高雄縣之阿公店水庫為防洪水庫保護

岡山地區，採用分洪者亦僅淡水河水系採用一二重分洪道保護台北市，大部分

河川防洪工程策略係採用束洪與導洪 o 依據台灣省水利局調查統計，台灣主

、次要河川兩岸常受災士地面積約 432 ， 000 公頃，需建堤防約 2 ， 526 公里(

主要河川 2 ， 007 公里，次要河川 5 1 9 公里 )至民國 8 1 年為止計已興建堤防 l

， 717 公里(其中主要河j11 1， 377 公里，次要河川 340 公里) ，已保護兩岸土

地面積360 ， 000 公頃 ，尚待保護土地面積 72 ， 000公頃，需建堤防約 809公里 。

另非工程方法除各河川劃定河川區域，依河川管理規則嚴禁一切建築及

妨礙水流之設施使用及其他不利河防安全之行為加以管制，以利洪水暢洩外

，僅淡水河水系建立洪水預報系統及洪水平原管制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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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統一不利防洪工作

一、環境因素

(一)自然環境

台灣地理環境及地質條件特殊，東部地區河川由於地形陡峻，且土質鬆

軟，暴雨來時山區容易發生沖蝕，洪流挾帶泥砂奔洩而下，大量砂石淤積河

道，西部地區河川雖較平緩，惟河道婉蜓狹窄，難以容納巨大洪水，易漫溢

兩岸造成洪災，同時由於河水高漲阻礙兩岸排水，甚至倒灌低建地區加重淹

水災害 。

(二 )人為因素

58 

1.土地高度利用逕流量增大

隨著經濟發展，土地開發都市化及農業經營形態轉變，會改變原有之

地文及水文條件而增加下游地區逕流壘，而提高保護地之風險度，導

致常遭受淹水威脅 。

2. 沿海地區地盤下陷

沿海地區屬末端水源，大量養殖業抽取地下水導致地盤下陷，造成海

水倒灌，排水不良等環境災害 。

3. 河道砂石採取

台灣近幾年來之建設發展，砂石消費量持續增長，砂石來源大部分取

之於河川，而由於砂石過量採取，導致河床下降 ，對於橋樑及防洪構

造物之安全已形成威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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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川治理問題

(一 )河川規畫問題

河川不論上 、 中、下游實為一體，治理規畫工作息息相關，應以流域整

體經營之理念，使流域水土資源合理使用， 目前台灣河川之上 、中、 下游分

屬不同機關負責(上游林務局、中游水土保持局，下游水利局)事權較無法

統一。

括台灣地區河川治理規畫已往多重於高水治理並未依台灣j口j川豐 、枯水

期水量差異甚大之特性辦理低水治理，已無法滿足民眾對河道內高灘地多元

化使用之殷切需求 。

( 二 )防洪工程問題

1. 早期興建堤防高度 、強度不足

早期辦理之河堤工程，受限於經費關係，其結構設計簡單，加之年代

久遠，經過歷次颱洪沖擊，堤身鬆動，堤腳受損，已不符防洪保護標

準'亟待加高加強，此類堤防總長ffl'約 4 1 2 公里 。

2. 工程用地取得不易

台灣近幾年來由於經濟發展，社會環境劇烈變遷 、 土地價格飆漲，公

告地價偏低，河川沿岸土地大部分為私有土地，工程用地之徵收，由

於徵收補償價格離市價相差甚大，導致業主不滿而反對 ， 故工程用地

取得不易，常使工程無法實施，造成常受災地區未能即時保護 。

3 . 工程維護

台灣現有之防洪工程均賴政府維護，由於地方縣(市 ) 政府人 、 力及

經費不足，沿河岸居民憂患意識不夠，對已完成之堤防未善加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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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堤防破損，增大災害風險 。

(三)相關計畫之配合問題

都市計畫及山坡地開發計畫，常未能顧及河川防洪之實際需要，以致都

市鄉鎮往不該發展之地區開發，不但使新開發區常受淹水災害威脅，亦加劇

其它地區之水患，另上游山坡地不當之開發，會增加下游地區之災害。

三、河川管理問題

台灣河川管理之實際執行權責在於地方縣(市)政府，該項工作至為繁

重，而且目前各縣 ( 市)水利工作人力及經費均不足，工作推展並不理想，

造成諸多對於防洪不利之問題 。

( 一)河口濫圍魚溫問題

由於養殖生產利潤可觀，河口又為海水與淡水交會地區，為漁業養殖之

優良環境，河口地區，則為民眾濫圍魚壇獲取暴利之地，如高屏溪、曾文溪

、北港溪、濁水溪、烏溪等魚壇圍築，已形成防洪之一大威脅 。

(二 )河道傾倒垃圾及廢土之問題

民眾缺乏正確使用河川之觀念，任意棄置垃圾及廢土於河川內，造成清

除困難，且危及河防安全 。

(三)洪泛區土地使用管理問題

洪泛區之土地利用始於自然發展，土地使用應加以劃定行水區及耽鄰地

區之分區使用管制，並規範其發展，惟部分鄰近河川地區，由於人口增加，

工商發展，土地需求殷切，造成洪泛區土地不當使用，河川區域被侵占現象

，加大洪水之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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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河川管理執行能力不足

河川管理之取締及處罰，目前均由地方縣(市)政府指派巡防員依法執

行，惟因工作繁重，人力不足，執行成效不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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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治水防 六大策略防洪

台灣河川防洪策略需考慮各河川自然條件，針對各河川特性 ， 現有保護

情形及防洪問題，就保育、治導、管理等整體考量，採治水與防砂兼顧 ， 現

階段主要策略如下:

一 、加強上游集水區治理工作

河川上游集水區保育良好，可減少地表沖蝕，減輕下游洪患 。 台灣地區

目前正推動東 、 西部治山防洪計畫，其工作包括林業經營 、 山坡地保育、崩

塌地處理 、 防砂工程、野溪治理等工作，並配合中、 F游防洪工程以達治山

防洪之目標 o

二、加速興建河川中、下游防洪工程

台灣地區主 、 次要河川 ，依治理需要與均衡地方發展，排定防洪工程實

施之優先順序 ， 其重點如下:

(一 )重要地區整體性 ( 計畫型 ) 河川防洪工程

重要都會區及常受災地區之河川 ，列專案計畫，專款辦理防洪工程 ， 使

防洪體系興建完成'1=3前執行中計畫有台北防洪計畫 、 台中大里溪整治計畫

、新虎尾溪治理工程實施計畫、八掌溪及急水溪治理工程實施計畫，該五項

防洪計畫需興建堤防約 19 2 公里，預定民國 8 7 年完成 。

(二 )重點河川堤防工程

對各縣市轄區內河川依其治理需要性，選擇一至二條河川列為重要河川

辦理，加速完成其防洪體系 。

(三 )重要河段之防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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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配合其他重要經濟建設之河堤工程，及一般河川以保護都市、村落

等重要河段之河堤工程，應優先完成 。

前述(二)(三)項工程估計民國 81 年至 86 年需興建 312 公里 。

三、加強低水路整治及河川空間美化工作

台灣河川已往著重高水治理，然河川治理目標應高低水並重，以維河川

正常機能 。 低水路之整治及河川空間美化工作不僅穩定低水河槽外並可將河

川空間做多目標使用，尤以鄰近都市、部落河川，高灘地可開闢公園、運動

場所，以供民眾親水休憩地區，台灣地區辦理最成功為宜蘭縣之冬山河 。 目

前正推動一些鄰近都市之河段辦理低水治理工作，如台北縣市之基隆河 、 宜

蘭縣之宜蘭河 、 台中市筷子溪、台南市鹽水溪及高屏地區之高屏溪等 。

四、加強現有防洪工程之維譴

(一 )現有堤防加高加強工程

對於較重要河川早期興建堤防，其結構簡陋需優先加高加強如蘭陽溪、

後龍溪、大安溪 、 大甲溪、烏溪 、 濁水溪、北港溪 、 曾文溪、鹽水溪 、 高屏

漠 、 秀姑巒溪等需優先加高加強堤防約 179 公里，目前正積極辦理中 。

(二 )加強河川現有堤防之歲修養護

目前台灣省及縣市政府每年均編經費做經常性歲修養護工作，因經費有

限，發生災害時需另籌財源辦理災害復舊工程 。

五、建立水災預報警報系統

(一 )重要流域建立洪水預報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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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目前僅有淡水河水系建立洪水預報系統，惟對防洪績效並不顯

著，需加強預報作業系統，另重要河川如濁水溪、曾文溪在大型防災計畫中

亦曾研擬設立洪水預報警報系統之可行性 。

( 二 )低撞地區劃定淹水區域並做淹水預警

台灣西南部沿海低建地區，因海水倒灌排水不良 ， 常遭淹水 ， 需配合地

理資訊系統劃定淹水區域，並依不同降雨情形，以數學模式模擬淹水情況做

為淹水預警，以防範災害並供土地利用規畫之參考 。

六、加強河川管理工作

(一 )管理分工制度調整

台灣河川管理實際執行權責在於地方政府，惟其卻為執行力最弱之一環

，為落實河川管理之工作，需調整重要河川歸省政府管理，並檢討增加地方

政府河川巡防管理人力及設備 。

( 二 )加強劃定河川區域

河川區域為河川管理工作之重要依據，目前台灣主要河川尚有百分之二

十，普通河川百分之八十之河川區域尚未劃定，需加速劃定以供河川管理 。

(三 )加強愛護及正確使用河川之教育與宣導

教導民眾愛護及正確使用河川觀念，建立民眾共識 ， 以減少河川不當使

用及妨礙水流之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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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降低洪災損失確保生命安全

台灣地理環境及地質較為特殊，境內河川大都源短流急;又地處西太平

洋亞熱帶 ，雨量豐沛，惟分配不均 ，降雨集中於每年之五至十月 ，颱風雨常

使各河川河道無法容納洪水，而漫溢兩岸造成災害 。 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發

展，農業經營轉型，工業、商業、社區日益繁榮發達，土地高度使用，洪水

為患 ， 影響生活環境品質 。 為消除洪水災害 ，須了解各河川之時性，就其條

件，採用最佳策略兼籌並顧，除用工程方法排除或減輕洪患外，並需採用非

工程方法之預防措施，降低洪災損失 ，以改善生活品質，確保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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