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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防災工作與土地利用 

103年 10月16日 

陳  宏  宇 

日本廣島縣2014年8月20日土石流的地理位置  

廣島縣 

廣島市 

面積：8,476.95 km² 
人口數：2百80萬人 
山坡地面積：70% 
土石流災害危險地：3萬1987處(全日本最多) 

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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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廣島縣廣島市安佐南區災後影像(八木) 

400m 

750m 

500m 

600m 

地質與土壤 
廣島地區大多屬於已經高度風化
的花崗岩(高嶺土)，遇上大雨會使
得泥土鬆軟，降低強度、承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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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沖入住宅區--災前、災後對照 

淹水痕約一個輪胎高 
約30~40cm 

與街景比對淹水深 
約100cm 

Google街景 

Google街景 

降雨觀測 

3:20災害發生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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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災害警報發佈與疏散避難 
類別 約束力 根據法律 

避難準備情報 
根據實際狀況而判斷可能發布避難勸告或避
難指示，因此發布避難準備 

無法律根據，由各市或區
域防災計畫所訂立的 

避難勸告 促使居民採取疏散避難行動 災害對策基本法 

避難指示 
對有受災的危險性而發布的命令，具有強制
的約束力。不遵照進行者，將予以強制實施 

災害對策基本法以外法律，
如水防法、地滑等防止法、
自衛隊法等 

• 氣象災害之警戒發佈是由氣象廳
負責，共有16種預報和7種警報 

• 降雨持續或強度增加，累積降雨
量達到預估值時，發布豪雨警戒 

• 依據降雨狀況、河川水位及坡地
災害危險度等資訊，地方政府將
進一步發佈土砂災害及洪水警戒 

日本政府應變作為 

03：20 發生土砂災害淹沒民宅 

04：15 廣島市安佐北區的部分地區避難勸告 

04：20 首相官邸設置危機管理中心聯絡訊息 

11：15 中央政府在廣島縣現地設置災害對策室                

07：40 陸上自衛隊派員28人抵達安佐南區救援 
 

01：15 廣島市災害警戒本部設置 

03：30    廣島市災害對策本部設置 

04：30 廣島市安佐南區的部分地區避難勸告 
06：00 廣島縣災害對策本部會議，首重人命救援 

07：58 廣島市安佐南區的部分地區避難指示 
(此數據至23日，已增至800名) 

20日 

21日 10：00 廣島縣 第10報，始掌握八木三丁目死亡失蹤狀況 
晚     間    發佈資訊：有關收容所開設、災民安置工作 

＊資料來源：廣島縣災害對策本部處置報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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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受鋒面影響廣島地區因豪雨成災 
 8月19日鋒面系統自黃海逐漸東移影響日本附近海面，鋒面前緣的
強烈西南風引發強降雨系統的持續發展 

 20日凌晨有一強烈對流系統通過日本西部地區，導致廣島地區發
生短時間的強烈暴雨事件 

強降雨系統 
 

冷鋒 

滯留鋒 

廣島縣災害對策本部     8/24 16:00 第21報 

災害衝擊 

 房屋損壞：全壞19間、半壞36間、部分損壞47間、床上浸水69間、床下浸水174間，
共345間 

 
 土石流共 43 件 
 土石崩塌 25 件 

 
 死傷、失蹤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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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台灣的災害衝擊（1/2） 
氣候變遷因子面向 

氣候變遷對台灣的災害衝擊（2/2） 
空間面向  

河川流域: 

水土橋梁道路複合型災害 

未來可能發生災害的情境與規模 
防護能力與設計標準的檢討與評估 
高致災風險區之區位與調適能力評估 
流域治理事務協調與制度設計 
現有土地利用的檢討 

都市防災: 

高密度與發展區域 

防護能力與設計標準檢討 
建築法規設計與都市計畫之檢討 
開發與發展強度的檢討 
公共設施與重大工程建設對災害之衝擊評估 
災害風險分散與巨災因應策略之擬定 

山區安全: 

高脆弱度與環境敏感區 

大規模崩塌之風險評估 

山區產業發展型態是否須調整(如高山經濟與觀光) 

山區居住行為與區位的檢討，如原住民部落與山坡地社區 

山區公共工程開發與建設之檢討  

沿海與地層下陷區: 

高脆弱度與災害風險區 

海岸災害所導致之國土退縮、生態破壞 

下陷區之排水不良與防洪治理問題 

海岸既有產業(養殖、工業)之災害衝擊 

課題 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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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朝鮮日報 
(08/25, 2014) 

南韓釜山-洪災 

08/24 南韓東南部釜山遭受暴雨襲擊，造成5人死亡、5人失蹤 
時雨量超過80毫米；3小時累積雨量釜山金井242毫米 
主要受災地區主要在釜山的北區、金井區及機張區 

金井區 
北區 

機張區 

釜山 

淹水災害 

白川（阿蘇市，熊本縣, 2012） 矢部川(福岡縣, 2012） 

九州地方整備局 

九州地方整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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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asco.co.jp/disaster_info/120713/images/120713-kmt-tsx01c.pdf 

災前 

災後 

白川洪災 (2012)，熊本縣 

落石 16: 20 (8月31日) 
基隆北寧路(台二線)  
時雨量: 95mm/hr  

累積雨量 

94.5 

基隆雨量站 
248 

2013年基隆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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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空拍(2012/08/08) 

土石坍塌 土石坍塌 

台9線163公里 
道路毀損 

和中段鐵路 
路基毀損 

台9線 

北迴鐵路 
蘇花段 

花縣DF026 

花蓮秀林地區蘇拉颱風期間之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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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 
將近45萬立方公尺 

1百萬噸的土石 

土石流向下流動 
粗顆粒向前衝擊 
粒徑在1～5米 
 

日本廣島縣廣島市安佐南區災後影像(八木) 

砍斷坡腳 

河谷扇狀地 

緊鄰坡面開發 河谷扇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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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位置 

日本廣島縣廣島市安佐南區災後影像(八木) 

廣島縣土砂災害危險箇所查詢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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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 

新店土石流潛勢溪流比
烏來、石碇、坪林多！ 

保護區現況 

 臺北市保護區面積69.02平方公里，
佔本市都市計畫面積157.2平方公里
(不含陽明山國家公園) 之44%。 

24 

行政區 保護區面積 
(公頃) 

百分比 

士林區 1809.53 26.2% 

內湖區 1581.25 22.9% 

文山區 1216.55 17.6% 

南港區 1191.39 17.3% 

北投區 630.47 9.1% 

信義區 352.07 5.1% 

中山區 57.1 0.8% 

大安區 53.87 0.8% 

中正區 9.85 0.1% 

總計 6902.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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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 貓空 

貓空纜車塔柱 
邊坡土石衝進住宅區 

土石流潛勢溪流 

文山區附近坡地災害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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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市

汐止市

士林區

北投區

七堵區

五股鄉

內湖區

樹林鎮

文山區

土城市

南港區

板橋市

新莊市

中和市

安樂

三重市

泰山鄉

中山區

大安區 信義區

松山區

萬華區
中正區

蘆洲市

永和市

大同區

萬芳

道南

木新
保儀
實踐

中港

埤腹

景美

古亭

雙園

貴陽

忠孝

六館

林森
長安

長春

民生
民權

錦州

圓山

南港

南湖

長壽
成功

成美玉成
南京

松山

民權

撫遠

陽光
港墘

環山
北安

濱江

大直
中山

大龍
劍潭

芝山

福德

福林

東華

文昌

士林

社子

迪化

奇岩

百齡

大業

中和
中原

光復

土城

中港

西盛

新海

華江

新莊

頂坎

五股

同安

長元

重陽

溪美

蘆洲

新生

建國

社淡一

社淡二

社淡三

社基一社基二

社基三

新生溝

瓦嗂溝

江子翠

四汴頭

塔寮坑

鴨母港

洲子洋

N

比例尺 1 :  40, 000

公里3 0 3 6

2001年納莉颱風 

 由於颱風的停留時間過久，多處地方單日降雨量皆刷新紀錄，最大時雨量
出現在內湖109.5毫米，最大累積雨量出現在陽明山達1,276毫米，台北捷運
系統積水及台鐵台北車站淹水，損失達新台幣400億元以上 

 
 捷運入口提高(階梯)、出土段設監測系統與閘門、過河段設全斷面防水閘門、
定期檢查與捷運銜接的出入口。 

N

2001年納莉颱風最大時雨量 



●  陳宏宇  ●

‧17‧

29 

 水利署繪製淹水潛勢圖 

• 300(350)毫米(mm)/一日 

• 450毫米(mm)/一日 

• 600毫米(mm)/一日 

 水位站位置 

 雨量站位置、站名 

 重點監控橋梁 

 社福機構 

• 老人福利機構 

•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縣市水位一、二級警戒值 

 縣市內鄉鎮區24小時累積雨量

淹水警戒值 

101年淹水潛勢地圖 

發布豪雨特別警報 

• 1999年6月29日広島市安佐北区豪雨土砂災害， 300 處山泥傾瀉，造成31
人死亡，1人失蹤，震驚日本社會，也促成2000年「土砂災害防止法」的
立法 

• 2012年制定「特別警報」，當降雨出現破歷史紀錄豪雨，且災情可能持續
擴大，發布豪雨特別警報，201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發布特別警報：第
18號颱風(萬宜颱風) 

預報種類 
大雨 

針對土砂災害 針對淹水 

注意報 
(可能發生災害) 

大雨注意報 

警報 
(可能發生重大災害) 

大雨警報 
(土砂災害) 

大雨警報 
(淹水) 

特別警報 
(重大災害發生可能性非

常顯著) 

 大雨特別警報(土砂災害) 大雨特別警報(淹水) ( )

土砂災害警戒情報 

市町村依據大雨警報和土壤水分指數決定要不要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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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短延時，強降雨: 
(1) 3小時以內 
(2) > 80 mm/小時，連續 2小時 
 
 
建 議: 土石流預警發佈黃色警戒 
(1) > 80 mm/小時，連續 2小時 
      (基準值 400 mm以下地區，高潛勢地區) 
(2) 其餘地區依照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3) 加強避災教育宣導 

32 

http://satis.ncdr.nat.gov.tw/Dmap/gi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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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資作業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依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進駐支援。經濟部水災二級開設期間，本中心
利用建置之系統提供防災監測與預警情資。 

 現已提供之情資: 
1. 即時雨量監測資訊 (提供中央防災部會及地方政府參考) 
2. 各鄉鎮區雨量防災預警系統 (針對水利署、水保局及營建署需求建置) 
3. 決策支援系統 (各地區淹水潛勢、防災避難圖資、CCTV等) 

 全國豪雨發生統計看板  縣市豪雨發生統計看板  鄉鎮區雨量監測與災害預警 

水災應變彙整之要求 

防災首重預警，應以減免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為目標 

強化情資研判資訊提供縣市政府 
(一) 利用中央氣象局發布之官方定量降雨預報資訊，協助提供預報水災警戒資訊 
(二)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統合水利署與營建署提供之淹水預警資訊，提供縣市政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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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工作 

 彙整水利署與營建署水災預警資訊 (即時水災警戒) 
     每10分鐘更新，營建署暫無能力提供 
 利用氣象局6小時雨量預報資訊，提供水災預警資訊 (未來6、12小時預
報水災警戒) 

     利用氣象局每日二次(應變期間四次)定量降雨預報資訊，提供預報水災警戒 

 全國水災警戒與預警資訊  地方縣市水災警戒與預警資訊 

 彙整即時水災警戒 
 預報水災警戒 

(未來6~12小時) 
 預報水災警戒 

(未來6~12小時)  彙整即時水災警戒 

氣象局定量降雨預報資訊 
 氣象局今年度起加強服務防災單位，提供高解析度格網定

量降雨預報資訊 
 每日二次(應變期間加發二次)六小時定量降雨預報，預報

時間24小時 

 12小時累積 
     雨量預報資訊 

   6小時累積 
     雨量預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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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警戒資訊綜整資訊(一) 
 全國縣市資訊水災警戒資訊(以8/12 08:00 為例) 
     本系統已整合建置完成，可自動彙整與發佈，目前正進行穩定性測試 

 豪雨監測 
全國不同豪雨等級發生情形，
作為中央啟動應變之參考 

即時水災警戒資訊 
彙整水利署發布之淹水警戒資
訊，可提供各級防災單位參考 

預報水災警戒資訊 
氣象局雨量預報資訊，提供未來
6、12小時各縣市淹水預報 作為作為中央啟動應變之參考中央啟動應變之參考

淹水警戒資訊綜整資訊(二) 
 縣市鄉鎮區水災警戒資訊 (以台南市8/12 08:00 為例) 

 
 豪雨監測 
縣市內不同豪雨等級發生，作
為地方政府啟動應變之參考 

即時水災警戒資訊 
彙整水利署發布之淹水警戒資
訊，提供地方政府防災參考 

預報水災警戒資訊 
氣象局雨量預報資訊，提供未來
6、12小時各鄉鎮區淹水預報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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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防災情資服務網(版面設計) 

地方政府防災情資服務網(版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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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地方應用推動規劃 

 推動目標：自己的縣市自己來 
提供縣市防災人員每日災害資訊(含現況與預警資訊)參考 

快速綜覽地方整體災害情勢 

呈報長官參考來源(情資研判輔助資訊) 

 

 推動方式：每天早上3分鐘 
以新北市、桃園縣、苗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為優先推動縣市 

第一階段 
將與縣市應變人員及其協力團隊進行溝通 
透過實際系統展示說明掌握需求 

第二階段 
舉辦災防辦公室、災防科技中心及縣市首長地方版應用交流會議 
透過會議宣達地方版提供之服務 

• 建立破歷史紀錄豪雨之特別警示 

• 建立地質敏感區、加強高淹水潛勢地區
、河川安檢巡防、瓶頸段清淤 

• 加強疏通排水及雨水下水道設施 

• 防救災工作準備（水門抽水站測試、 

      沙包、通訊系統） 

• 移動式抽水機之預佈 

• 事先掌握弱勢族群，提早告知撤離準備
，預先排除撤離執行可能困難 

• 加強物資準備及運送路線規劃 

      

•

•

•

•

      

•

•

•

小 結 



●  陳宏宇  ●

‧24‧

2010/01/12 海地: 7.0 ; 2010/12/02 巴布亞新幾內亞: 6.7 ; 2011/01/02 智利: 7.1;  
2011/02/22 紐西蘭: 6.3 (2010/09/03: 7.0); 2011/03/10 雲南: 5.8 ;  
2011/03/11 印尼峇里島: 6.0; 2011/03/11 日本: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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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板塊 

太平洋 
板塊 

菲律賓 
海板塊 

印度 
板塊 

澳洲板塊 

北美板塊 

2011/03/11  
(Mw 9.0) 

2004/12/26  
(Mw 9.2) 

2005/03/28  
(Mw 8.7) 

澳洲板塊澳洲板塊
2007/09/12  

(Mw 8.5) 

2011/03/09  
日本宮城: 7.2 
 
2011/03/10  
日本宮城: 6.0 
 
2011/03/11  
日本宮城: 9.0 
 
2011/03/12  
日本東京: 4.3 
 
2011/03/15  
日本靜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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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菲律賓海 
板塊  

歐亞大陸 
板塊 

歐亞大陸 
板塊 

台灣: 菲律賓海板塊  (東南側) 
          歐亞大陸板塊  (西北側) 

東南往西北擠壓 80mm/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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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盆地內活動斷層-山腳斷層 
活動斷層: 
距今約十萬年以來曾活動過，
未來可能再度活動的斷層。 

（鄧屬予等，1999） 

臺北盆地的地下地質 

A
’ 

B 

A 

C 

B` 

A` 

C` 

B 

A 

C 

B` 

A` C` 

陳文山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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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盆地的活動斷層調查 

1998 

2000 2006 

2012 

針對台北盆地的四
條斷層進行調查 
（金山斷層、新莊
斷層、台北斷層、
崁腳斷層） 

調查時發現山腳斷
層疑似活動證據 

2000年版活動斷層圖 
山腳斷層列入存疑性活動斷層 
(50萬年以來) 

原四條逆衝斷層因 
活動性不高，不列入
活動斷層圖中 

2006年山腳斷層由存
疑性活動斷層提升為第
二類活動斷層斷層長度
為34公里(10萬年以來) 

2011年台電北部外海
地質調查，認為山腳
斷層應向外海延伸40
公里 

2012年山腳斷層仍為
第二類活動斷層，斷
層長度增加至74公里 

年份 

台北盆地周遭斷層分布 

山腳斷層 

新店斷層 

翡翠水庫 

崁腳斷層 

五寮斷層 

大屯山 

觀音山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5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活動斷層圖） 地質圖幅標 
定斷層位置 

33條活動斷層 

金山斷層 

1998年: 金山 、崁腳 、台北、新店 (逆斷層)； 
2000年: 存疑性活動斷層；2006年: 活動斷層，34公里；2012年: 7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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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質調查所活動斷層查詢 

大臺北地區歷史災害地震 

事
件

發震時間 震災地區 北緯 東經 規
模

深度
(km)

備註：
資料來源：氣象局網站

1 1694/4~5 臺北地區 25.0 121.5 7.0 - 地陷、形成康熙臺北湖

2 1811/3/17 嘉義以北地區 23.8 121.8 7.5 - 人死21、傷6、房倒41

3 1815/7/11 臺北、宜蘭 24.7 121.8 6.5 - 龍山寺傾倒

4 1815/10/13 嘉義以北地區 24.0 121.7 7.7 - 人死113、傷2、房倒243

5 1865/11/6 臺北、基隆 24.9 121.6 6.0 - 壽山巖崩壞、死亡頗多.

6 1867/12/18 臺北、基隆、新竹 25.3 121.7 7.0 - 海嘯、地裂、人死數百.

7 1909/4/15 臺北附近 25.0 121.5 7.3 80 9人死亡

8 1920/6/5 全臺 24.0 122.0 8.3 20 5人死亡

9 1935/4/21 新竹、臺中烈震 24.4 120.8 7.1 5 3276人死亡

10 1986/5/20 花蓮、臺北 24.1 121.6 6.2 16 1人死亡

11 1986/11/15 花蓮、臺北 24.0 121.8 6.8 15 中和華陽市場倒塌

12 1999/9/21 南投、臺中 23.9 120.8 7.3 8 東星大樓、博士的家倒塌

13 2002/3/31 花蓮、臺北 24.2 122.1 6.8 9.6 101大樓吊車倒塌

事
件

發震時間 震災地區 北緯 東經 規
模

深度
(km)

備註：
資料來源：氣象局網站

1 1694/4~5 臺北地區 25.0 121.5 7.0 - 地陷、形成康熙臺北湖

2 1811/3/17 嘉義以北地區 23.8 121.8 7.5 - 人死21、傷6、房倒41

3 1815/7/11 臺北、宜蘭 24.7 121.8 6.5 - 龍山寺傾倒

4 1815/10/13 嘉義以北地區 24.0 121.7 7.7 - 人死113、傷2、房倒243

5 1865/11/6 臺北、基隆 24.9 121.6 6.0 - 壽山巖崩壞、死亡頗多.

6 1867/12/18 臺北、基隆、新竹 25.3 121.7 7.0 - 海嘯、地裂、人死數百.

7 1909/4/15 臺北附近 25.0 121.5 7.3 80 9人死亡

8 1920/6/5 全臺 24.0 122.0 8.3 20 5人死亡

9 1935/4/21 新竹、臺中烈震 24.4 120.8 7.1 5 3276人死亡

10 1986/5/20 花蓮、臺北 24.1 121.6 6.2 16 1人死亡

11 1986/11/15 花蓮、臺北 24.0 121.8 6.8 15 中和華陽市場倒塌

12 1999/9/21 南投、臺中 23.9 120.8 7.3 8 東星大樓、博士的家倒塌

13 2002/3/31 花蓮、臺北 24.2 122.1 6.8 9.6 101大樓吊車倒塌

(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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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盆地的歷史地震紀錄 

發生時間：1900.01.01 ~ 2014.07.31 
地震規模：M 4.0~M9.0 
震源深度：0~60 km 

1951.08.31 
M4.3 

1936.07.06 
M4.2 

1988.07.03 
M5.3 

2014.02.12
M4.0 

1965.07.24
M4.5 

1939.11.16
M4.2 

1946.05.02 
M4.0 

1957.04.02 
M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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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重要交通設施 

人潮聚集場所 演唱會、跨年、地下街 

捷運站、火車站 (上下班時間) 

上課時間 

臺北盆地都會區的社會活動特色 

一般民宅 
日、夜間 

道路 

高架橋梁 

通勤 

商業大樓 
日間活動 

坡地住宅 

政府機關 

河川 & 跨河橋梁 
高層建築 

台北市 

1. 山區道路暴露於崩塌
災害之威脅 
2. 淡水金山萬里屆時也
可能為災區，無法容納
多數民眾 
 
 

1.平面道路、山區道路
暴露於崩塌災害之威脅 
2.舊有礦坑的地下坑道，
可能會阻礙通行 

1. 往宜蘭方向，山區
道路暴露於崩塌災害
之威脅 

1. 至新北市聯外道路多
為橋梁，震後恐有中斷
之情況 
2. 三重蘆洲等區域為高
易化潛能區 

至新北市聯外道路多

北 東 

南 
西 

地震時臺北盆地面臨疏散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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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衝擊情境分析 

(民國62年) 
1. 一區: 0.15G 花蓮、台東及台南、 嘉義、 新竹、 苗栗、宜蘭、屏東部份地區 
2. 二區: 0.12G 台北、新北、基隆、台中、彰化、雲林、南投及宜蘭、屏東部份地區 
3. 三區: 0.10G 桃園全部及高雄部份地區 
 
(民國86年) 
1. 強震區:  一甲區    0.33G 
      一乙區    0.28G 
2. 中震區:  二區        0.23G    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台南 
3. 弱震區:  三區        0.18G    高雄、屏東、金馬 
 
※ 1G(重力加速度) =980gal   =9.8m/sec2        1gal=1cm2/sec 
                                   

                                      修正新版  
(民國89年)  
1. 甲區:  0.33G    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嘉義、花蓮、宜蘭、台東 
2. 乙區:  0.23G    基隆、台北、桃園、高雄、屏東、澎湖、金馬 
  

 耐震設計規範  

 ※ 0.3G ～ 震度 六級; 0.4G ～ 震度 七級   

 花蓮、台東、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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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臺北地區民國62年前建造之(無耐震設計要求)建築物數量統計 

行政區 建物總數 民國62年前建造 
(無耐震設計要求) 

民國62年後建造 
(具耐震設計要求) 

臺北市 323,411 104,224 (32%) 219,187 (68%) 

新北市 788,115 126,830 (16%) 661,285 (84%) 

基隆市 140,096 19,177 (14%) 120,919 (86%) 

北北基 1,251,622 250,231 (20%) 1,001,391 (80%) 

單位：棟數，由稅籍資料進行分析 

建物總數: 1,251,622 民國62年前建造總數: 
250,231 

二、衝擊分析（一）建物衝擊分析 2.老舊建物 

大臺北地區震災模擬 
▎ 山腳斷層地震規模7.1，震源深度10km 

 一般建築物毀損 ： 
     新北：21,926：臺北 11,923；共計 33,849棟。 

 老舊建物毀損 (指民國62年前無耐震設計要求之建物)： 
     新北：4,429：臺北 4,299；共計 8,728棟。 

 人員傷亡 (重傷、死亡)推估： 
 日間時段：新北 12,761；臺北 12,529；共計 25,290人 
 夜間時段：新北 15,386；臺北 11,015；共計 26,401人 

資料來源：大臺北地區大規模地震衝擊情境之災害潛勢與建物人員災損分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4. 05 

最大地表加速度 建物震損推估 人員傷亡-日間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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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忠孝復興站 
地下街 

•多數避難人員不熟悉空間 

•建築物規模廣大，災害位
置之不確定性高 

•避難弱者，垂直避難有其
一定程度之困難性 

•人潮互通之情況下，對於
原本設計容留人數及管理
單位應變能力之衝擊性 

•不同單位防災中心之橫向
聯繫介面與應變機制之完
整性與有效性 

大型地下場站災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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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斷層所經過的區域與重要交通設施 

所經區域： 
• 台北市北投區 
• 新北市樹林區、新莊區、泰山區、五股區、
金山區 

截切之重要道路： 
• 國道1號 
• 台1線、台1甲線、台2線、台2甲線、台

64線 

山腳斷層 

二、衝擊分析（二）交通衝擊分析- 30年以上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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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斷層為正斷層， 
活動後會造成盆地的
沉陷，應注意可能會
因海水倒灌所形成之
淹水。 

山腳斷層活動後的特殊災情-淹水 

摘自詹瑜璋等，2011 

關渡平原 

社子島 

蘆洲 

士林 

(2) 土壤液化與引致沉陷分析結果 

• 土壤液化潛能 
– 盆地中心區域皆為嚴重液
化，包含台北市及新北市
15個行政區，可能造成大
量沉陷及噴砂現象 

• 臺北盆地區域以工程鑽孔資料
評估土壤液化潛能，進而推估
液化引致沉陷量 

• 對於臺北盆地以外無工程鑽孔
資料的地區，由地質資料評估
土壤液化敏感性，初步推估液
化引致沉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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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震引致坡地崩塌潛勢分析 

• 利用921地震之崩塌、PGA以及地文敏感圖進行分析與條件篩選 

68 

水電中斷情境  

供水設施衝擊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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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海嘯過後兩天 

海嘯過後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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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 
東京都地震 
(規模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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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情境: 東京都地震 (規模 7.3) 

小  結 

1. 在區、里廣泛設立疏散避難指示、以空地、廣場、公園為避難點 

2. 針對地下街或地下商場等，建立疏散避難機制 

3. 加強物資準備及運送路線規劃 

4. 平時應建置各項基本管線資料 

5. 地震發生時，應變中心應即時開設，建立SOP指揮系統 

6. 民國62年前老舊房子應鼓勵更新 

7. 強力宣導地震防災之教育工作 

8. 建立歷史災害衝擊相關資料，作為都市規劃之參考 

  

 



●  陳宏宇  ●

‧41‧

陳  有  蘭  溪 

2008 2009 

和  社  溪 

200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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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  濃  溪   

2008 2009 

林  邊  溪  

200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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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霧台鄉大武 佳暮村落災後航照 (2009) 

1961-2012自然災害事件損失統計圖  

 資料彙整來源：內政部消防署、行政院農委會、經濟部水利署、氣象局、台灣文史館、交通部鐵路管理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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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引發土石流之臨界降雨量，約為地震之一半

，且經過近四、五十年，才恢復到大地震前之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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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中津川資料：井上公夫（1995）關東地震と土砂災害，砂防と治水， 
第104號，第14-20頁。 

  Amazon  1200Mt/yr  
  Ganges    520 Mt/yr 
  Yangtze   480 Mt/yr 
  Indus       250 Mt/yr 

 
  Taiwan    384 Mt/yr 

 (Ratio: 1.9%, Area: 0.024%) 

(Nature, 2003) 

•Plate collision at 80 mm/yr 
•Bedrock uplift at 5-7 mm/yr 
•Erosion rate 3-6 mm/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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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 年輸砂量 (Mt) 

2009 2008 1970-1999 

和平溪 10 7.8 17 

大安溪 - 0.2 7.1 

濁水溪 262.1 188 54 

曾文溪 96 30 25 

二仁溪 - 4.3 30 

高屏溪 219.2 193 49 

林邊溪 24 2.4 2.2 

花蓮溪 - 2.3 31 

秀姑巒溪 - 1.0 22 

卑南溪 - 31 88 

降雨分布與輸砂量 

31.2 Mt 

7.8 Mt 

(49) 
193 Mt 
(219.2) 

(54) 
188 Mt 
(262.1) 

2.3 Mt 

1.0 Mt 

30 Mt 

4.3 Mt 

0.2 Mt 

2009年8月6日至11日莫拉克期間，高屏溪
輸砂量為777百萬噸。 

(2.2) 
2.4 Mt 
(24) 

崩塌集中區域的演變 

(Nature, 2003) 

(1970-2000) 

-2000 
200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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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輸砂量 (百萬噸)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平均值 
(1990-2013) 

備註 

濁水溪 115.78 120.70 115.89 121.36 69.26 62.50 90棟 

曾文溪 112.20 - 17.84 26.29 4.83 25.95 37棟 

高屏溪 177.17  27.44  4.64  18.30  12.60  56.38  80棟 

花蓮溪 31.79  7.21  2.65  3.79  20.05  18.53 26棟 

秀姑巒溪 13.68  1.28  2.29  6.53  2.78  25.18 36棟 

卑南溪 - 36.55  11.12  46.78  87.26  49.39 70棟 

101大樓：2.9百萬立方公尺 ≒ 0.7百萬噸 

集水區流域之輸砂量的變化 

溪 溪溪
文 文文
曾 

溪 溪溪溪屏 屏屏屏
高 

溪 溪溪溪
蓮 蓮蓮蓮蓮

花 

溪 溪溪溪
南 南南南南

卑 

溪 溪溪溪巒 巒巒巒巒
姑 

溪

巒
姑姑姑姑姑

秀 
姑姑

秀秀秀



●  陳宏宇  ●

‧47‧

集水區流域之崩塌率的變化  
 

※ 日本中津川資料：井上公夫（1995）關東地震と土砂災害，砂防と治水， 
第104號，第14-20頁。 

※大安森林公園面積：0.26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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