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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齣莉颱風水患原因
張景森談基隆河整治的分洪與疏導策略

.張景森 。

張副主委對於基金會主

辦的活動 ， 一向都積

極參與，僅僅今年下半年，

就參加了六月十五日的 「海

岸防護策略 」 研討會，六月

二十二日的 「 台灣污水下水

道發展願景」座談會，另外

就是十二月二十日的 「新世

紀水的關懷」研討會 ，可以

看出基金會在關懷水的議題

上所做的努力，張副主委的

支持與認同 。

尤其，在十二月二十日舉

辦的海峽兩岸河川整治的比

較，副主委針對納莉颱風在

台灣造成的水患，說明行政

院重新評估基隆洞的整治方

案，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與

整治方法 。

基隆河整治方案的檢討

關於基隆河的整治方案，

在九月份的納莉颱風過後，

政府部門作了一個很深刻的

檢討，這次颱風，有一個重

要的發現，那就是在基隆河

南湖大橋的洪水位，己經達

到 1 1. 74公尺，也就是說，

己經超過了大台北地區二百

年計畫洪水位的 1 1.0 6公

尺 。 那麼，如果依照原本的

防洪策略，將堤防都築到二

百年的洪水位，仍會造成很

嚴重的洪水災害，因此便影

響到大家對原來的防洪基本

計畫的信心，以往相關防洪

設施的設計標準以及築堤束

洪的防洪治理策略，都必須

再重新規劃 。

基隆河發源於台北縣平溪

的青桐山，流經台北市的關

i度地區進入淡水河，整個主

幹流長86.4公里，流域面積

是49 1 平方公里，與新店溪

和大漢溪共為淡水河三大支

流 。 早期的基隆河並不是流

經汐止、台北出海，而是由

瑞芳一帶出海，後來因為台

北盆地陷落， 引發河川農奪

效果 ， 基隆河才改流從台北

盆地出海 。

基隆河流經台北的中、下

游流域是河谷和平原地形，

流路曲折平緩，加上海水感

湖影響，洪水不易排放，低

撞地區常常發生淹水的現

象 。 加上大台北地區近年來

發展，迅速，沿著基隆河兩邊

的土地高度開發利用 。 最大

的一個土地開發利用的傑作

就是在83年，根據防禦二

百年洪水頻率的方式，把下

游台北市部分河段採用截彎

取直的方式，把河川東起

來，讓出了很多新生的開發

地 。

這些新生地，就是像內

湖、大直這一帶的高級住宅

區，在納莉颱風時，淹水淹

到地下室的一樓，那是因為

這塊土地方原本就是河川

地 。 顯而易見的就是 ， 的

年所完成的所謂二百年頻率

的洪水堤防工程，還是禁不

起颱風的考驗，更不要說是

中 、 上游的部分 。

中游河段正在由經濟部辦

理 「基隆河整治工程初期實

施計畫 J '完工後只可讓汐

止地區防禦十年頻率洪水的

低度保護 。 中 、上游的居於

是產生一個疑問 ，為什麼我

們不能做到二百年頻率的保

護程度?我必須強調，如果

我們按照二百年洪水頻率而

仍採取築堤圍堵的方式，這

是在技術上 、財務上 、 甚至

政治上都不可行的方式 。

在技術上不可行的原因就

是 ，如果仿照下游的方式，

將堤防提高 ， 那麼跨在堤防

上的所有橋樑通通要拆掉再

拉高，橋拉高之後 ，所有引

道要跟著拉長， 引道拉長的

話， 在基隆河谷兩側大部分

的房子都要拆掉(大概有五

千多棟 ) ，房子拆了 ，自然

就沒有人住，既然沒有人住

了， 那還要保護誰呢? 所

以說技術上是不可行的 。 在

財務上，要超過五千億以上

的工程經費，這也是不可行

的 。 在政治上， 要拆遷五千

多戶的房子，會造成多大的

爭議。

不過現在再回頭討論這些

問題也無濟於事， 因為納莉

颱風證明已經完成的下游工

程無法解決水患 。 因此，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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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有必要重新檢討解決的

方法，找出原因，從這個地

方再出發 。

納莉颱風水患原因探討

(一)天然因素

從八十七年的賀伯，八十

九年的象神，到九十年的納

莉颱風可以看出，全球的氣

候已經大有不同，暴雨的集

中量非常的大，它們所帶來

的洪水，完全超出過去所規

劃的二百年洪水頻率 。 而納

莉颱風的雨量以及它的途徑

和行走方式，也是前所未

間，顯示出近來大氣的變化

以及地球環境的變遷 。

(二)土地開發利用不當

所謂開發不當，其中一個

就是採用築堤束水的方式，

造成河道、河川溝渠化 。 溝

渠化以後，碰到大量的降雨

時，使得急速上生的水位持

續不退，它的作用指示把洪

7]<.擋在兩個堤防之間，必需

要仰仗排水措施、抽水站 。

抽水站要發揮作用就必須設

在最低點，既然放在最低

點，水來了它一定首當其

f臣，第一個被淹到，自然無

法發揮他應有的功能 。

另外開發不當的就是在汐

止、五堵，這個地區是基隆

河上游洪水與下游潮汐會合

之處，本來就是洪氾敏感地

區，近年來汐止地區不斷地

在河岸兩邊開發 ，再加上築

堤，蓄洪的面積大量減少，

碰到如此大的雨量，災害自

然是難免

的 。

(=)基

陸河沿岸貨

櫃場堆置不

屯E言i1ì

在基隆河

兩岸河川流

域的貨櫃場

管理不當，

在洪水暴漲

期間，貨櫃

被沖刷下

來 ， 卡住
了橋樑、

.基隆河風貌 ( 漢光文化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j是{共 )

(五)提

防缺口

由於基隆

河南港、內

湖有一部分

堤防尚未完

成，造成南

港，內湖地

區的積水沿

著鐵路及捷

運系統，重

創台北市精

華地區 。

綜合這

在b 情況，

河川的斷面，使河川水位迅

速高漲，淹沒了瑞芳、八堵

這品區域，洪水又站宜蘭舊

鐵道的隧道，淹到了基隆市

區，造成基隆嚴重的積水 。

(四)河道瓶頸個水效應

就是所謂的特殊工程性的

瓶頸因素，有兩個重要的瓶

頸一南湖大橋與內湖垃圾山

瓶頸路段，這次颱風南湖大

橋洪水位高達 1 1. 74公尺，

超過計畫洪水位的11 .06公

尺，造成兩個瓶頸路段的阻

水效應，結果上游水位嚴重

抬升，更加擴大淹水災害範

圍 。 此次中山橋瓶頸段上游

的新生抽水站水位有7.的公

尺，下游的劍潭抽水則是

3 . 85公尺，上 、 下游的水位

差達3公尺以上，表示中山

橋瓶頸有嚴重阻礙排洪的現

象，導致基隆河洪水無法宣

j曳排入淡水河 。

我們提出了新的治理策略，

主要採用分洪、疏導的思考

方式來規劃 。 基本的方法

可分為三部份:上游分洪、

中游截洪、下游蓄洪，此三

管齊下的方式，取代原築堤

防洪以及建抽水站來整治基

隆河 。

上游分洪是指恢復到基隆

河的原貌，它原來是從瑞芳

出海 ，所以規劃在瑞芳鎮上

游員山子一帶，開挖一條直

徑約 1 2公尺，長度2.8公里

的分洪隧道，將上游約90

平方公里集水區的洪水量，

大約是 1 3 00秒立方公尺的

洪|峰流量，導流到深澳灣的

東側入海，這個計畫預定在

2004年底完工。

中游截洪是指把基隆河重

要支流的水，截流從外海排

出，不讓它流入基隆河本

流 。 較真體的方案就是，把

基隆河左岸的暖暖溪 、 右岸

的大武崙溪、瑪陸坑溪、有

納溪的逕流量截流後導流，

利用排洪隧道從基隆外海排

出，來減輕基隆洞中下游的

排洪負擔 。 此部份工程難度

較高，施工期程較長，必須

考慮、政府的財政預算分期進

行 。

下游蓄洪的計畫就是因應

基隆河下游截彎取直後，蓄

洪空間減少，因此計蓋在台

北市圓山中山橋河段的右岸

打通一條長500公尺、寬36

公尺的疏洪道，把台北市區

擁塞之洪水量書導致關渡地

區，讓關渡地區變成一個大

的蓄洪區，這是下游的蓄洪

計畫 。

男外，我們亦體認到整個

防洪工程有其限制，還需要

考慮到如何減輕洪災的損

失，加強流域的非工程防護

措施，來改善基隆河沿岸居

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因此在

今年度我們核定了在基隆河

設計洪水的預警系統，透過

先進的監測與快速的傳報系

統，及時通知民眾走避洪

災 。 這個計畫我們正在積極

推動中，另一方面也加速管

理基隆河洪水平原管制的相

關措施，同時推動洪氾地區

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的洪

災保險，減少洪災發生後居

民生計無著所衍生的相關問

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