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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治水對策台灣治水對策台灣治水對策台灣治水對策

2010年12月2010年12月

蔡孟元、徐家昌、莊曜成

簡簡 報報 大大 綱綱簡簡 報報 大大 綱綱

一.台灣水資源環境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11..台灣是全球災害潛感相對較高地區台灣是全球災害潛感相對較高地區

一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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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來，全球天然災害年來，全球天然災害死亡死亡超過超過150150萬人萬人
經濟損失平均一年經濟損失平均一年6,5996,599億美元億美元

劇增劇增55倍倍

天然災害：天然災害：地震、颱風地震、颱風、、洪水洪水、、乾旱等四種乾旱等四種
2020年來，全球天然災害年來，全球天然災害死亡死亡超過超過150150萬人萬人
經濟損失平均一年經濟損失平均一年6,5996,599億美元億美元

劇增劇增55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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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報告世界銀行報告(2005):(2005):National Disaster Hotspots National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A Global Ris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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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颱風與豪雨特多颱風與豪雨特多

(1949-2007侵台颱風颱風路徑計有250次)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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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河川流況不佳河川流況不佳

河短流急坡度陡河短流急坡度陡、、
流域面積小流域面積小

洪水流量過程中，
尖峰急升速退，
河川挾砂能力強

台
灣

日
本

美
國

歐
洲

亞
洲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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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挾砂能力強

44..地下水的超限使用地下水的超限使用，，導致地層下陷導致地層下陷

地層下陷

範圍

－烏溪以南至屏東
地區之西南沿海

－蘭陽平原沿海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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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盆地（84年
起不再下陷）

下陷速率

－自地層下陷防治
方案實施後，下
陷速率已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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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開發前都市開發前

55..集水區過度開發集水區過度開發，，都市化與水爭地都市化與水爭地
與水爭地－河道束縮，通水
斷面不足

綠地減少－保水及水源涵養
能力降低

水田及蓄水面積減少－瀦蓄
雨水量減少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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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開發後都市開發後

雨水量減少

不透水區域擴大－地下水入
滲減少、地表逕流增加迅速
集中

人口成長與集中－水需求量
及污水量增加
水旱災容忍度低災害損水旱災容忍度低災害損
失大增失大增

66..年輕的地形地質年輕的地形地質

22//33的山區的山區，，地形陡峭地形陡峭，，

地質年淺質弱地質年淺質弱。。

庫容受限庫容受限，，水庫蓄水水庫蓄水

容量有限容量有限

地表沖蝕量大地表沖蝕量大，，影響影響
坡地
31 8%

山地
39.1%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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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淤積及河川整治水庫淤積及河川整治

地形陡峻地形陡峻→→33//44以上雨以上雨

量直流入海或蒸發損量直流入海或蒸發損

失失

山崩地滑土石流多山崩地滑土石流多

31.8%

平地
29.1%

77..降雨分布不均降雨分布不均

空間分空間分
布不均布不均

山區山區 36003600 mmmm

沿海沿海 16001600 mmmm

≒≒ 22倍倍

最豐年最豐年 33223322 mmmm

2002及2003年

連續二年
北部乾旱缺水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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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時間分
布不均布不均

年 際年 際
差異差異

最豐年最豐年 33223322 mmmm

最枯年最枯年 15001500 mmmm

≒≒ 22倍倍

季節性季節性
差異差異

雨季雨季 19601960 mmmm

旱季旱季 550550 mmmm

≒≒ 33倍倍

1小時最大降雨
達300mm
1日最大降雨
達1748mm

暴雨

88..水庫運用率高水庫運用率高̶̶石門水庫年運用率石門水庫年運用率44..55次次。。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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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地震對水資源衝擊地震對水資源衝擊

震晃

土壤
液化

潛在危機 921地震實例

水利設施
之損壞

海堤設施

排水設施

河堤設施

彰化縣海堤損壞

軍功寮溪排水

貓羅溪損壞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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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崩

海嘯

地表
變化

非設施損
壞之災情

土石流

河道阻塞或堰塞湖

無法排水而積水

河道隆起

無

草嶺堰塞湖

苗栗內灣排水積水

大安溪內灣段隆起

地
震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1010..臺灣地區臺灣地區每每人可用水資源遠低於世界平均人可用水資源遠低於世界平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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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面臨之挑戰

衝擊衝擊

氣候變氣候變

遷遷

衝擊衝擊

今天旱災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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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水災

同時土砂災害跟著來

分歧分歧

治水權治水權

責責

分歧分歧

治水面臨之挑戰

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一、台灣之水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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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省思觀念省思 ((11//66))
人不可能勝天，也不必勝天

天威難測天威難測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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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勝天？人定勝天？

工程萬能？工程萬能？

人不應與天鬥！人不應與天鬥！

走為上計！走為上計！

觀念省思觀念省思 ((22//66))
氣候變遷衝擊之減緩與調適

減緩
（抑制溫室氣體排放量）

︵
強
化
氣（減緩 調適）（減緩 不調適）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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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適

氣
候
變
遷
衝
擊
之
調
適
能
力
︶

（減緩,調適）

（不減緩,不調適） （不減緩,調適）

（減緩,不調適）

觀念省思觀念省思 ((33//66))
先天條件不佳，人為開發不當

人為

開發

人為

開發

上游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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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陡峭

→水資源蓄積不易
地質年淺質弱

→易崩塌，並形成土石流及堰塞
湖

集水區地質不佳

→地表年沖蝕量大，影響水庫淤
積

地形

地質

地形

地質

上游

→坡地超限利用，水土保持不佳
中游

→土地過度開發，都市化效應浮
現

下游

→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

海岸
河口

海洋

平地
都市化地區(鋪面化)

(都市、鄉鎮)
河川、排水系統

平原
農田(水田)
果園

水塘、湖
河流

坡地、丘陵
林地、旱田

果園、野溪、水庫
山地
(森林)

海岸
河口

海洋

平地
都市化地區(鋪面化)

(都市、鄉鎮)
河川、排水系統

平原
農田(水田)
果園

水塘、湖
河流

坡地、丘陵
林地、旱田

果園、野溪、水庫
山地
(森林)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地下水補注地下水補注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氣候
變遷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海
水
上
升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觀念省思觀念省思 ((44//66))
系統性國土規劃治理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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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
海洋 河川 排水系統

滯洪、調洪設施
河流

灌溉系統

果園、野溪、水庫 (森林)河口
海洋 河川 排水系統

滯洪、調洪設施
河流

灌溉系統

果園、野溪、水庫 (森林)

脆弱性增加 恢復力降低 集中降雨 災害強度增強脆弱性增加 恢復力降低 集中降雨 災害強度增強

上
升
︶

上
升
︶

上
升
︶

上
升
︶

上
升
︶

上
升
︶ 山坡地山坡地

採取各項生態防護建設

推動國土保安及復育計畫

有效規劃管理國土利用

推動原住民保留地
共有財制度

整合立法

平地平地

推動平地造林

建立土地平衡開發機制

增加都會區滯洪能力

創造親水環境

提升重要公共設施
安全防護能力

沿海沿海

研擬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整合海洋治理

防止海岸侵蝕

改善水患及地層下陷

復育自然生態景觀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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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省思觀念省思 ((55//66))
工程與非工程並重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18

觀念省思觀念省思 ((66//66))
全民防災教育訓練

全民防災全民防災

教育民眾、媒體、民代等，面對
超大型洪水，淹水勢不可免，只
能全民共同努力，透過各種方法
與措施，讓災害降至最低。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19

媒體媒體

防災資訊公開

民眾民眾

防災宣導

政府政府

防災教育 防災演練

策略省思策略省思
河川防洪治理策略 (1/4)

異常氣候下堤防保護標準降低→以軟體防災結合硬體減災軟體防災結合硬體減災

提升保護
標準至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20

《小洪水量機率高》 ＜災害發生的機率＜災害發生的機率小＞小＞

堤防設計
保護標準

(修正自日本地方再生戰略，2008)

《大洪水量機率低》

超過保護標準
之洪水量

流域分攤
(軟體防災)

大
洪
水
量

小
洪
水
量

極端降雨下
保護標準降低

堤防分攤
(硬體減災)

回復原有
保護標準
回復原有
保護標準

標準至
一定限度

策略省思策略省思
河川防洪治理策略 (2/4)

工程保護標準有其限度→以非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輔助

淹水潛勢資訊 土石流溪流資訊 河川警戒水位資訊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21

緊急疏散避難計畫 洪氾區 避洪建築物

策略省思策略省思
河川防洪治理策略 (3/4)

上、中游
處理策略
上、中游
處理策略 工程措施

緊急搶通修 清疏

工程措施
緊急搶通修 清疏

策 略 措 施

土砂生產抑止土砂生產抑止集
水
集
水

原 則

極端降雨引發土砂災害→集水區整體防治整體防治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22

中、下游
治理策略
中、下游
治理策略

全區域
防災策略
全區域
防災策略

緊急搶通修及清疏

崩塌地處理
植生復育
河道治理
民眾參與

緊急搶通修及清疏

崩塌地處理
植生復育
河道治理
民眾參與

非工程措施
強化防災應變
國土監測管理
提升自主防災能力

非工程措施
強化防災應變
國土監測管理
提升自主防災能力

土砂流出調節土砂流出調節

減災避災規劃減災避災規劃

下游承受
能力評估

水
區
土
砂
災
害
防
治

水
區
土
砂
災
害
防
治

策略省思策略省思
河川防洪治理策略 (4/4)

流域上中下游分治→檢討國土規劃國土規劃進行整體治理整體治理

降雨降雨降雨降雨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氣候
變遷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不適居之處
不要住人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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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
河口

海洋

平地
都市化地區(鋪面化)

(都市、鄉鎮)
河川、排水系統
滯洪、調洪設施

平原
農田(水田)
果園

水塘、湖
河流

灌溉系統

坡地、丘陵
林地、旱田

果園、野溪、水庫
山地
(森林)

海岸
河口

海洋

平地
都市化地區(鋪面化)

(都市、鄉鎮)
河川、排水系統
滯洪、調洪設施

平原
農田(水田)
果園

水塘、湖
河流

灌溉系統

坡地、丘陵
林地、旱田

果園、野溪、水庫
山地
(森林)

脆弱性增加 恢復力降低 集中降雨 災害強度增強脆弱性增加 恢復力降低 集中降雨 災害強度增強

涵養(水)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涵養(水)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涵養(水)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涵養(水)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排水
滯、 調洪
入滲

擋水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地下水補注地下水補注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

海
水
上
升
︶

)

脆弱度高之敏感區位

發生災害前
提前避災 強化

監測預警
地下水補注

下游 中游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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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省思其他重要省思 ((22//44))

防洪標準是否應提高？提高保護標準的困難？該用什麼

樣的保護標準？重要地區如何補強？水文頻率分析方法

是否需進一步討論？

防洪方面防洪方面 (1/3)(1/3)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24

是否需進 步討論？

防洪應有基本保護，其他則需靠配套來減少傷害。

水文分析沿用回歸年/重現期或宜採用可防洪量？

防洪需兼顧永續發展與社會公義，並需與民眾多加溝通，

未來的防洪方案不應以『最佳』作為單一思考標準，而

應以『可行』為思考原則。

其他重要省思其他重要省思 ((33//44))

都市及區域排水問題將愈來愈重要，世界各國均面臨此

項問題(淹水情形越來越嚴重)，故需妥善規劃與因應。

隨著 精 度 提 建 較精確 淹 潛勢

防洪方面防洪方面 (2/3)(2/3)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25

隨著雨量預測精準度的提昇，可建立較精確的淹水潛勢

圖，且每五年更新一次，則可在洪水來臨前，預先進行

下列事情，可有效降低洪水的傷害與損失。

預先研判淹水範圍與淹水深度。

先行預警，並預先安置淹水嚴重區域的民眾。

先行部署/動員防災人力，並妥善安排抽水機具等必

要設備。

其他重要省思其他重要省思 ((44//44))

任何開發計畫(如都市計畫、工業區、大型社區等)均應考

慮所增加的地表逕流，透過廣設滯洪池、雨水貯留設施、

透水舖面等，以減少下游負擔。

可參考日本利用稅賦補助以廣設滯洪池 以及韓國修訂

防洪方面防洪方面 (3/3)(3/3)

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二、颱風災後之省思

26

可參考日本利用稅賦補助以廣設滯洪池，以及韓國修訂

建築強度規範以設置雨水貯留設施等作法。

目前國內已發展出透水舖面工法，對環境、防洪及水資

源等均有助益，值得推廣。
洪泛區規劃及洪災保險實施。

水閘門→都市集合住宅可以思考。

山河路橋共治→橋梁設計時，除考量水文、水理因素外，

尚須注意土砂、漂流木等因素。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治水方向一一

27 40

1.軟體防災結合硬體減災

治水策略二二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28

地面水

傳統水源

2. 多元化水源開發及三全節水

治水策略二二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29

地面水

新興水源

多元化
水源開發

地下水

海淡水

再生水

貯留雨水

三全節水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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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樹造林預警、撤離

村落圍堤

3.綜合治水-工程與非工程措施並重

治水策略二二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30

預警、避洪

洪氾區管制

洪災保險

非工程措施工程措施

河道疏濬

堤防

4. 檢討國土規劃進行流域整體治理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擋水
排水

滯 調洪

擋水
抽、 排水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擋水
排水

滯 調洪

擋水
抽、 排水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擋水
排水

滯 調洪

擋水
抽、 排水 涵養(水)

降雨

逕流
蓄、 泛洪
入滲

擋水
排水

滯 調洪

擋水
抽、 排水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氣候
變遷
氣候
變遷

(

降
雨
加
強)

不適居之處
不要住人

治水策略二二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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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
河口

海洋

平地
都市化地區(鋪面化)

(都市、鄉鎮)
河川、排水系統
滯洪、調洪設施

平原
農田(水田)
果園

水塘、湖
河流

灌溉系統

坡地、丘陵
林地、旱田

果園、野溪、水庫
山地
(森林)

海岸
河口

海洋

平地
都市化地區(鋪面化)

(都市、鄉鎮)
河川、排水系統
滯洪、調洪設施

平原
農田(水田)
果園

水塘、湖
河流

灌溉系統

坡地、丘陵
林地、旱田

果園、野溪、水庫
山地
(森林)

脆弱性增加 恢復力降低 集中降雨 災害強度增強脆弱性增加 恢復力降低 集中降雨 災害強度增強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滯、 調洪
入滲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滯、 調洪
入滲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滯、 調洪
入滲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入滲
(補注)

擋水
排水

疏、 分洪

滯、 調洪
入滲

抽、 排水
(堤防)
(閘門)

(抽水站)

地下水補注地下水補注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強風
暴潮
潮汐

強風
暴潮
潮汐

︵

海
水
上
升
︶

︵

海
水
上
升
︶

脆弱度高之敏感區位

發生災害前
提前避災 強化

監測預警
地下水補注

下游 中游 上游

重要治水計畫重要治水計畫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總經費總經費/99/99年經費年經費
（億元）（億元）

計畫計畫內內容容 期程期程 執行單位執行單位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1160/163.491160/163.49 辦理縣市管河川辦理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及事業區域排水及事業
海堤治理海堤治理

9898--103103 水利署、營水利署、營
建署、水保建署、水保
局、林務局局、林務局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加速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治加速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治
理與環境營造計畫理與環境營造計畫

392.85/135.45392.85/135.45 中央管河川治理中央管河川治理、、環境改善工程及環境改善工程及
構造物維護管理構造物維護管理

9898--101101 水利署水利署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加速辦理地層下陷區排水環境加速辦理地層下陷區排水環境
改善 範計畫改善 範計畫

40/1740/17 雲林縣雲林縣椬椬梧梧、、嘉義縣布袋新嘉義縣布袋新塭塭、、東東
石等石等33處滯洪池及抽水站等設施處滯洪池及抽水站等設施

9898--101101 水利署水利署

推行中政策三三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32

改善示範計畫改善示範計畫
石等石等33處滯洪池及抽水站等設施處滯洪池及抽水站等設施

莫拉克風災－中央管河川復建工莫拉克風災－中央管河川復建工
程計畫程計畫

114/76114/76 曾文溪專案工程曾文溪專案工程、、疏濬用地取得疏濬用地取得、、
高屏溪水系復建工程高屏溪水系復建工程

9898--101101 水利署水利署

莫拉克風災－縣莫拉克風災－縣((市市))管河川復建管河川復建
工程計畫工程計畫

47.59/35.2647.59/35.26 海岸環境改善工程海岸環境改善工程、、維護管理維護管理 9898--103103 縣市政府縣市政府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80/12.980/12.9 辦理縣市管河川辦理縣市管河川、、區排復建工程及區排復建工程及
疏濬工程疏濬工程

9898--103103 水利署水利署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
畫畫

170/25.75170/25.75 中央管區排改善中央管區排改善、、環境營造環境營造、、維護維護
管理管理

9898--103103 水利署水利署

水資源作業金水資源作業金--移緩濟急移緩濟急 6.97/6.976.97/6.97 辦理莫拉克疏濬工程辦理莫拉克疏濬工程 9999 水利署水利署

合計合計 2011.41/472.822011.41/472.82

策略分區策略分區 分區標準分區標準

第第11類策略分類策略分
區區

法令禁止發展區法令禁止發展區
及莫拉克條例公及莫拉克條例公
告危險區告危險區

第第22AA類策略類策略 法令限制發展且法令限制發展且

莫拉克重建策略分區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推行中政策三三

33

第第 類策略類策略
分區分區

法令限制發展且法令限制發展且
較易災害區較易災害區

第第22BB類策略類策略
分區分區

其他法令限制發其他法令限制發
展地區展地區

第第33類策略分類策略分
區區

非屬非屬11、、22分區者分區者

第第11類類

第第22AA類類

第第22BB類類

第第33類類

水利設施各策略分區重建策略水利設施各策略分區重建策略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推行中政策三三

34

推行中政策三三

• 結合民間慈善團體，劃定特定區域及興建永久屋安
置經勘定為安全堪虞地區居民。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35

•慈濟月眉大愛村永久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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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整體規劃分工治理－以大甲溪為例流域整體規劃分工治理－以大甲溪為例
石岡壩石岡壩 德基壩德基壩馬鞍壩馬鞍壩河口河口

侵侵
蝕蝕
嚴重下刷至嚴重下刷至
計畫河床高計畫河床高

沖淤互現，沖淤互現，
輕微淤積輕微淤積

嚴重淤積嚴重淤積
((重度崩壞區重度崩壞區))

泥砂量大部分攔蓄於水庫泥砂量大部分攔蓄於水庫
內內，對下游河道較無影響，對下游河道較無影響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推行中政策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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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基本控制災害基本控制
••崩塌地復育崩塌地復育
••坡地水土保持坡地水土保持

••災害基本控制災害基本控制
••軟體防災措施軟體防災措施
••土石災害復育土石災害復育

••資源永續利用資源永續利用
••土地利用管理土地利用管理
••生態環境保護生態環境保護

••堤防橋樑安全堤防橋樑安全
••土地利用管理土地利用管理
••防洪減災規劃防洪減災規劃

土砂災害區土砂災害及易淹水區洪水災害區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推行中政策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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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龍宮溪

抽水站抽排
入滯洪池

嘉義縣新塭滯洪池工程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推行中政策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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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滯洪池

抽水站抽排
入滯洪池

整治後藉由滯洪池蓄洪解決淹水問題

河川(外水)
溢淹預警

內水淹水
預警

淹水淹水
預警預警

河川警戒值淹水預警

雨量警戒值淹水預警

提供及時水情資訊（即時預警）

推行中政策三三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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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預警
水庫洩洪
預警 洩洪超過下游河川容量警報

警示類別警示類別 發佈二級警戒發佈二級警戒 發佈一級警戒發佈一級警戒

淹水警示淹水警示 即時雨量即時雨量 > > 警戒雨量警戒雨量 即時雨量即時雨量 > > 積淹雨量積淹雨量

水位警示水位警示 觀測水位觀測水位 > > 二級警戒二級警戒 觀測水位觀測水位 > > 一級警戒一級警戒

水庫洩洪警示水庫洩洪警示 預計洩洪預計洩洪 洩洪量洩洪量 > > 下游河川容量下游河川容量

水庫濁度警示水庫濁度警示 水庫濁度水庫濁度 > > 警戒濁度警戒濁度

發佈發佈
時機時機

地區名稱及

行政區、道

路顯示勾選

功能

縣
市

類
選

提供及時水情資訊（淹水潛勢圖資-結合Google Earth展示畫面）

推行中政策三三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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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Google
Earth 地 圖
旋轉、縮放

工具
淹水潛勢

區域(藍色
區塊)

市
及
淹
水
潛
勢
種

選
擇

使民眾瞭解各種降使民眾瞭解各種降

雨量造成之淹水範雨量造成之淹水範

圍圍，，預先瞭解居預先瞭解居

家淹水風險家淹水風險

災情結合電子地圖

提供及時水情資訊（民眾及防汛志工水情通報平台）

推行中政策三三

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三、台灣治水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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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回JRRN河川環境ミニ講座講演資 2010/12/21開催

日本河川・流域再生ネットワーク（JRRN）
http://www.a-rr.net/j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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