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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山坡地與丘陵台地的發展已成必然之趨
勢，而台灣地區因地質不良，水土保持不受重
視，導致逢颱風暴雨便傳出災情，以土石流災
害最為嚴重。

土石流發生區域常將房舍淹沒、橋梁沖毀，造
成交通中斷、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民國79年的
歐菲莉颱風至民國93年敏督利颱風導致的七二
水災，皆造成大規模的土石流慘重災情。

土石流災害逐年加劇，土石流防制之研究已是
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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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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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石流災況

賀伯

5



台灣土石流災況

地質：
銅門村所在地質屬於古老土石

流沖積而成的沖積扇，由破碎的片
岩組成，不連續面發達，堆積物的
結構鬆散，雨水滲透率極高，易形
成自然的滑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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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石流災況

註：1.資料範圍取自警報發布至警報解除。
2.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颱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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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石流災況

土石流災害：

註：資料截自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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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石流災況

地質：
神木村位於台灣麓山丘陵地質區

內帶，主要由砂、頁岩互層構成，間
夾一火山泥灰岩體。由於岩層遭受強
烈擠壓摺曲與變形，岩體不連續面相
當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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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石流災況

土石流災害：

註：資料截自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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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石流災況

地質：
南豐村所在地質主要以黑色至深

灰色的硬頁岩、板岩及千枚岩和深灰
色的硬砂岩互層組成，含有零星散布
的泥灰岩團塊，除了地層與岩性之分
布特性外，梨山斷層從本特定區上游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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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石流災況

土石流災害：

註：資料截自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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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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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土石流預防對策

• 土地之合理規劃利用與管制
• 危險區域之居民遷移
• 預警系統設立
• 崩塌地等危險地區之植生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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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方法

土石流防治對策

1.誘因防止
2.成分分離
3.疏導工
4.抑制工
5.抑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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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防治

本圖截自【防災宣導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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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管理

平時減災 Mitigation

1.結構性
興建具體的設備

2.非結構性
規劃調整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土石流災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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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變管理階段圖
本圖截自【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防治管理

災前整備 Preparedness

平時做好充分準備，應付災害
發生時可能產生的各種狀況。
備災主要包括三項工作，分別
為訓練、計畫、警告。

土石流災害防治

災變管理階段圖
本圖截自【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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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管理

土石流災害防治

災中應變 Response

1.災害緊急通報時期
爭取救災時效，第一時間進行
各級政府災害權責單位通報。

2.災害應變中心時期
動員救災人力並啟動緊急醫療
救護系統，迅速疏散、收容與
撤離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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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變管理階段圖
本圖截自【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防治管理

土石流災害防治

災後復原 Recovery

1.短期
維生管線之恢復，並維持災區
的治安。

2.長期
恢復經濟活動、重建社會公共
設施與居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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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變管理階段圖
本圖截自【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土石流是人類加速開發土地不當行為所遺留的後遺
症，民眾太過信賴政府對土石流的防治工程，認為
經過整治應不致再發生土石流，這種錯誤觀念導致
人民疏忽土石流的危險性。

土石流發生有許多不確定性，很難減少其破壞力，
治理工作僅能降低再生性，或發生災害的規模，因
此居住在土石流危險溪流附近之民眾，應隨時擁有
災害突然發生的危機意識。

土石流災害雖可採取工程方法抑制，唯從減災著手
才是最根本且長期性的災害管理措施。

結論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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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來訂定許多防治措施，極為重視土石
流的防範及災害演習，而土石流危險溪流除應
避免在該集水區內進行各種開發行為外，應減
少與大自然爭地。

呼籲人民配合政府政策做好水土保持，未來應
儘速對現有的土地資源做好調整規劃及管理運
用，將水土災害危機轉化為國土資源永續發展
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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