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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水是河流、湖泊、海洋的水體上漲，超

過一般水位的水流現象。 

2. 臺灣河流短促、地形陡峭、雨量集中，颱

風和梅雨季節帶來的豪大雨，是造成洪水

的主因。 

洪水成因 



2001/09/16－2001/09/19  

納莉風災 



雨量 

＊大雨是24小時降下80毫米以上， 

  或其中至少有一小時降下40毫米以上之雨量 
 

＊豪雨是24小時降下200毫米以上， 

  或3小時降下100毫米以上 
 
＊24小時降下350毫米以上，特稱「大豪雨」  
 
＊24小時降下500毫米以上，特稱「超大豪雨」  



防洪，怎麼做？ 

蓄洪 

以興建水庫或調節池
的方式，將下游河道
所無法宣洩的洪水流
量暫時攔蓄於水庫之
中，達到降低洪峰流
量之功能。例如石門
水庫及曾文水庫。 



分洪 

當河道通水斷面不足時，也可將過多的洪水經
過另外開闢的人工或天然水道排放出去，減少
河道本流的流量。如台北地區的二重疏洪道、
員山子分洪道。 



員山子分洪道 

http://attach.mobile01.com/attach/200606/mobile01-d0d9585602abefbe50a4ae45c1c8561f.jpg


導洪 

即疏浚河道增加通水面積或減少河道粗
糙率以增加河道的通水量，也可以排除
一定的洪流量；惟其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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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土石或大片岩層，由山坡上快
速滑落的現象。 

 

陡峭的地區在豪大雨過後，因為雨
水滲入土石中，增加土體重量且減
少摩擦力而容易發生山崩。 

• 山崩 

• 山崩的成因 



台灣山崩成因  
 
1.位於板塊交界，地形上升快，坡度就變
得很陡 

2.雨量大（增加土體重量且減少摩擦力） 
3.地震多（土石鬆軟） 
4.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是山區，人口密度又
大，山區過度開發山坡變得很不穩定 



順向坡地形容易發生山崩。順向坡是坡面

傾斜方向和岩層傾斜方向一致的山坡；反

之則稱為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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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逆向坡 



人為開發： 
 
1.破壞植被 
2.建築建築物使山坡

地的負荷過重 
3.移除坡腳、或填上

土方，這種作法會
增加坡度，使山崩
機率增加 



2010.4.25 
國道三號 3.25K處 「師公格山」所發生之山崩事件  



大地震時的劇烈搖動常造成山崩，崩落的土石若阻

塞河道，河水匯聚則形成堰塞湖 

堰塞湖 



由高空鳥瞰， 

土石流災害景象。  

水和泥、沙及礫石混合，從上游山谷急洩而

下，常造成房屋、橋梁、道路等被沖毀或掩

埋，破壞力驚人。 

土石流 



1.形成土石流的要件有三： 
  (A)陡坡 (B)大量的破碎岩塊 (C)大量的雨水 
 
2.土石流的特徵：含有大量礫石與泥沙混雜，淘選度極差 
 
3.常發生土石流的區域： 

A.陡坡邊緣 
B.山崩地區 
C.工程的廢棄土 



土石流的人為因素：水土保持不佳 

• 濫墾：山坡地種植淺根植物 

• 濫伐：移除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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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治 

•房屋最好不要蓋在山坡邊緣土石堆積很厚的
地區。也應儘量減少山坡地的開發  

•防止山坡崩塌的各種護坡工程、防止河水及
土石侵蝕的堤防和攔砂壩工程  

•避開土石流危險區、保護森林、做好水土保
持、減少山林的開發  



易崩塌坡地須經處理，以防止再次崩塌。  



減緩土石流直接對下游地區造成衝擊所建
造的攔砂壩 



大漢溪--蘇樂橋梳子壩工程 

梳子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