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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1-1 緣由 

鑒於以往水利建造物檢查僅單點式針對構造物本身是否受損，

預防因建造物損壞所造成的災害，無法全面性的檢視潛在危險，加

以防範避免災害的發生。因此導入風險管理之觀念，依水利署民國

107年6月20日「研商河川水系風險評估相關事宜」會議所決議擬定

之危險因子及脆弱因子資料庫，套入風險=危險度×脆弱度的分析公

式，依1.風險辨識、2.風險分析、3.風險評量、4.風險處理四個步驟

辦理各河川水系風險評估。 

本局108年已完成「急水溪水系風險評估」，評估結果急水溪

水系極高與高風險(不可容忍風險)堤段計有11處；為有效控管追蹤

急水溪風險河段，遂依近年辦理情形(統計至112年6月底)，並以原

評估標準更新各河段風險等級，據以檢討執行成果，作為後續精進

之參考。 

 

1-2 更新檢討目的 

藉由風險處理對策執行情形之檢討，評估現階段風險等級，及

後續待辦工作，作為後續精進之參考，以達減低災害發生的目標，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1-3 更新檢討範圍 

本次更新檢討範圍以急水溪水系極高風險與高風險堤段為目標，

包含主流急水溪10個堤段及支流龜重溪1個堤段，各堤段位置如圖1-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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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急水溪水系整體風險地圖、極高與高風險河段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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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原風險評估成果摘要 

2-1 風險辨識 

依108年「急水溪水系風險評估」，急水溪水系共採用32個風

險因子，危險度採用因子包含H水文特性、W流域特性、R河道特性、

B建造物特性、F附屬設施及U河川使用行為等，共計6類別21因子，

各因子指標分級說明及權重如表2-1所示；脆弱度採用因子包含SE

社會經濟與DP防災應變能力，共計2類別11因子，各項脆弱因子指

標分級說明及權重如表2-2所示。 

 
 

2-2 風險分析 

依前述風險因子權重及指標分級建議，進行各斷面之危險度及

脆弱度分析。 

一、危險度 

因無統一量化方式區分危險等級方式，因此以過往經常災修

堤段佐證進行分級，界定危險度分數達33分以上為高危險，20分

以下已無構造物破損或水路特性等重大因子造成立即破壞之危險，

列為低危險標準，介於20～33分則為中危險；急水溪水系高危險

堤段彙整如表2-3。 
 

二、脆弱度 

採用3等分法分級，將分數分為三個區間(高、中、低)，脆弱

度分數大於66分以上為高脆弱度，小於33分為低脆弱度，介於33

～66分為中脆弱度；急水溪水系高脆弱堤段彙整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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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急水溪水系風險因子指標分級說明表(危險度) 

風險因子資料庫 

評估指標建議 指標分級建議 
危險 

等級 

分級 

分數 
類別 

(相對權重) 
因子 

相對 

權重 
代表意義 

H 
水文特性 

(15.7%) 

H-1 
洪水位 

32.0% 
發生溢堤之可能性，例如斷

面通洪能力不足 

計畫保護標準下，出水高

是否足夠 

滿足計畫出水高 低 0 

出水高不足 中 50 

通洪能力不足，溢淹 高 100 

H-3 
水力沖刷 

47.6% 
水流對堤坡及基礎河床之沖

刷能力 
採用流速(V)評估 

V＜3 m/s 低 0 

V＝3～6 m/s 中 50 

V＞6 m/s 高 100 

H-4 
降雨影響 

20.4% 

考量氣候變遷下所增加降雨

強度及累積雨量對河防安全

之影響 

採用雨量增量之流量，檢

核現況河道是否滿足雨量

增量之流量 

可滿足雨量增量 20%之流量 低 0 

僅能滿足雨量增量 10%之流量，未能滿

足雨量增量 20%之流量 
中 50 

未能滿足雨量增量 10%之流量，溢淹 高 100 

W 
流域特性 

(7.4%) 

W-8 
歷史洪水

事件 
65.7% 

藉歷史事件印證治理規劃

(計畫)與現況的合宜性並掌

握易致災地點 

同一堤防(區域)受災次數 

無受災紀錄 低 0 

歷史受災次數介於 1～3 次 中 50 

近五年曾受災 1 次以上，或歷史受災次

數達 4 次以上 
高 100 

W-9 
上游水庫

洩洪影響 
34.3% 水庫洩洪對河道之影響 

計畫洪水量加水庫歷史最

大洩洪量，是否造成下游

河道溢淹 

餘裕高≧計畫出水高 低 0 

0＜餘裕高＜計畫出水高 中 50 

餘裕高≦0，溢淹 高 100 

R 
河道特性 

(23.4%) 

R-1 
灘地寬度 

14.5% 
考量堤前是否有足夠灘地可

抵抗近岸沖刷提供緩衝保護 

堤前灘地寬度（W）是否

滿足安全灘地寬度標準

（Wsafe） 

W＞Wsafe 低 0 

1/2 Wsafe≦W＜Wsafe  中 50 

W＜1/2 Wsafe 高 100 

R-2 
彎道影響 

15.8% 

 
凹岸發生顯著沖刷，且水位

會有超高現象；凸岸進彎處

亦有額外沖刷 

 

高水流路蜿蜒度 

蜿蜒度＜ 1.2 低 0 

蜿蜒度介於 1.2～1.5 中 50 

蜿蜒度＞ 1.5 高 100 

R-3 
流路特性 

14.6% 流路攻角影響 
低水流路流線切線與堤岸

夾角(R3) 

夾角(R3)＜30 度 低 0 

30 度≦夾角(R3)＜60 度 中 50 

夾角(R3)≧60 度 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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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子資料庫 

評估指標建議 指標分級建議 
危險 

等級 

分級 

分數 
類別 

(相對權重) 
因子 

相對 

權重 
代表意義 

R 
河道特性 

(23.4%) 

R-4 
河床沖淤 

13.6% 

反應未來短中時間尺度河床

呈淤高或刷深之趨勢，代表

溢堤與潰堤之可能性將隨時

間而增加 

5~10 年內平均河床變化

量，河床沖淤深度 ΔH 

ΔH＜1/2 倍計畫出水高 低 0 

ΔH 介於 1～1/2 倍計畫出水高 中 50 

ΔH＞計畫出水高 高 100 

R-5 
深槽高程 

16.2% 
深槽鄰近堤腳，則深槽越低

對堤腳之危害越大 

灘地寬度除以堤防基礎頂

與深槽高程差 

WR＝W/(H3-H1) 

H3-H1＜0，或 WR≧Wa 低 0 

H3-H1≧0，且 1/2*Wa≦WR＜Wa 中 50 

H3-H1≧0，且 WR＜1/2*Wa 高 100 

R-6 
河川坡度 

13.0% 
坡度影響水流速度與河川沖

淤情形 
各斷面坡度(S) 

S＜1/500 低 0 

1/500 ≦S＜1/125  中 50 

S≧125 高 100 

R-7 
匯流口 

影響 
12.3% 

支流匯入主流後，有可能產

生水流直沖或迴水效應，影

響到河防安全 

主支流交匯角度(R7) 

交匯角度(R7)＜30 度 低 0 

30 度≦交匯角度(R7)＜60 度 中 50 

交匯角度(R7)≧60 度 高 100 

B 
建造物特性 

(28.5%) 

B-1 
建造物 

本體現況 
14.6% 

現況堤防與護岸本體是否老

舊、破損，或其功能、耐受

性是否符合原先設計標準 

最新水利建造物定期檢查

成果與目視調查 

正常 低 0 

計畫改善或注意改善 中 50 

立即改善 高 100 

B-2 
災修頻率 

17.8 
% 

反應堤防或護岸過去是否經

常發生損害 
堤防興建年限與災修次數 

堤防興建≦15 年且災修次數≦3 次 低 0 

堤防興建≦15 年且災修頻率＞3 次； 

或堤防興建＞15 年且災修次數≦3 次 
中 50 

堤防興建＞15 年且災修次數＞3 次 高 100 

B-3 
基礎 

安全性 
27.1% 

反應基礎穩定性受河床沖刷

影響之程度 

堤防基礎底與深槽間之高

程差 

H2＜H1－Ds 低 0 

H2＞H1－Ds 中 50 

H2＞H1 高 100 

B-4 
堤岸形式 

7.7% 
堤岸因本身形式之不同而在

功能及耐受力上可能之差異 

堤身型式與堤前坡面(陡坡

/緩坡)評估 

混凝土構造物且堤前坡面為緩坡，或現

地為岩盤(不含泥岩)之河段 
低 0 

混凝土構造物且堤前坡面為陡坡，砌石

構造物且堤前坡面為緩坡，或為異型塊

堆疊之堤岸 

中 50 

砌石構造物且堤前坡面為陡坡，或耐受

能力較差之土坡或泥岩 
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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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子資料庫 

評估指標建議 指標分級建議 
危險 

等級 

分級 

分數 
類別 

(相對權重) 
因子 

相對 

權重 
代表意義 

B 
建造物特性 

(28.5%) 

B-5 
堤防護岸

現況高度 
17.7% 

堤防護岸現況高度有無達到

治理計畫高度 
建造物現況高 

現況堤岸高≧計畫堤頂高 低 0 

計畫堤頂高－計畫出水高＜現況堤岸高

＜計畫堤頂高 
中 50 

現況堤岸高≦計畫堤頂高－計畫出水高 高 100 

B-6 
待建 

建造物 
15.1% 

堤後存在保護標的，而尚未

佈設或興辦建造物 
防洪建造物佈設情形 

已完成防洪構造物或無須改善(加高) 低 0 

既有防洪構造物待改善(加高) 中 50 

尚有待建或需延長之防洪構造物 高 100 

F 
附屬設施 

(13.2%) 

F-3 
附屬 

保護工 

現況 

100% 

堤防前是否有附屬保護工

(如丁壩、護坦、固床工)作

為堤身第一道防線 

最新水利建造物定期檢查

成果與目視調查 

檢查結果正常/無須佈設保護工 低 0 

計畫改善或注意改善 中 50 

檢查結果需立即改善/ 應佈設尚未佈設 高 100 

U 
河川使用 

行為 

(11.8%) 

U-1 
高灘地 

利用 
50.4% 

反應高灘地利用情形對通洪

之影響 

種植行為是否符合分級建

議及種植寬度總和與河寬

之比例 

灘地人為種植或自然植生(超過 50 公分

之木本植物)累計寬度佔河寬比例≦10% 
低 0 

灘地人為種植或自然植生(超過 50 公分

之木本植物)累計寬度佔河寬比例介於

10%～30% 

中 50 

河寬小於 300m，河道中有超過 50 公分

之高莖植物 / 種植區域等級劃設為第

四、五級河道中有超過 250 公分之木本

植物 /  

灘地人為種植或自然植生(超過 50 公分

之木本植物)累計寬度佔河寬比例＞30% 

高 100 

U-3 
跨河 

構造物 
49.6% 

反應跨河構造物對通洪與堤

防安全之影響 

跨河構造物是否影響通

洪，落墩位置與堤腳之距

離 

跨河構造物梁底滿足所需出水高 低 0 

跨河構造物梁底出水高不足 / 橋長不足 / 

落墩距堤腳＜10m 
中 50 

跨河構造物梁底低於計畫洪水位 / 落墩

距堤腳＜5m 
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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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風險因子指標分級說明表(脆弱度) 

風險因子資料庫 

評估指標建議 指標分級建議 
脆弱 

等級 

分級 

分數 
類別 

(相對權重) 
因子 

相對 

權重 
代表意義 

SE 
社會經濟 

(39.2%) 

SE-1 
人口數 

17.3% 
淹水範圍內人口數與損失

(生命與財產)應呈正相關 

堤後 500 公尺範圍內有保

全住戶 

無 低 0 

1～10 戶或聚落 中 50 

10 戶以上聚落或都市計畫區 高 100 

SE-2 
脆弱人口 

22.0% 
14 歲以下、65 歲以上、

身心障礙人士 

由前項人口數依比例推

估，或堤後 500 公尺範圍

內有脆弱人口可能聚集之

場所 

 

無脆弱人口 低 0 

脆弱人口數 1～10 人 中 50 

脆弱人口數＞10 人，或有脆弱人口可能

聚集之場所 
高 100 

SE-3 
公共設施 

12.5% 
淹水範圍內是否有關鍵基

礎設施受影響 
重要公共設施調查 

無重要公共設施 低 0 

有重要公共設施，但不受淹水影響 中 50 

有重要公共設施，且過去曾受淹水影響 高 100 

SE-4 
經濟產業 

18.0% 
淹水範圍內是否有工業、

科學等事業園區 
工業區調查 

鄰近 3 公里範圍內無工業區 低 0 

鄰近 1～3 範圍內有工業區 中 50 

鄰近 1 公里範圍內有工業區 高 100 

SE-5 
重要產業

損失 
22.1% 

 
檢視淹水範圍內(或鄰近)

非屬園區之個別高資本產

業，一旦受災，災損將遠

大於一般傳統產業，且復

原時程較長。 

 

堤後 500 公尺範圍非工業

區之個別高資本產業調查 

無個別高資本產業 低 0 

個別高資本產業 1～2 家 中 50 

個別高資本產業＞2 家 高 100 

SE-6 
土地利用 

8.1% 

 
淹水範圍內檢視各類土地

利用的情形，以推估災損

金額。 

 

各土地利用類別面積佔淹

水面積比率調查 

無具損失類別土地利用 低 0 

具損失類別土地利用比例小於 50% 中 50 

具損失類別土地利用比例大於 50% 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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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子資料庫 

評估指標建議 指標分級建議 
脆弱 

等級 

分級 

分數 
類別 

(相對權重) 
因子 

相對 

權重 
代表意義 

DP 
防災應變 

能力 

(60.8%) 

DP-1 
避難場所 

9.7% 
淹水範圍內(或鄰近)是否

有避難場所及其數量 

鄰近 3 公里範圍內是否有

避難場所 

鄰近 3 公里範圍內有 2 處(含)以上避難

場所 
低 0 

鄰近 3 公里範圍內有 1 處避難場所 中 50 

鄰近 3 公里範圍內無避難場所 高 100 

DP-2 
預警制度 

25.1% 
淹水範圍內(或鄰近)是否

設有預警設施及作業程序 
是否有完整的預警設施 

鄰近 1 公里範圍內有警戒水位站 低 0 

鄰近 1～3 公里範圍內有警戒水位站 中 50 

鄰近 3 公里範圍內無警戒水位站 高 100 

DP-3 
撤離計畫 

16.4% 
淹水範圍內(或鄰近)是否

制定撤離計畫 

鄰近地區撤離計畫或警消

單位 

已制定疏散撤離計畫且有警消單位 低 0 

已制訂疏散撤離計畫但無警消單位，或

無制訂疏散撤離計畫但有警消單位 
中 50 

尚無制定疏散撤離計畫且無警消單位 高 100 

DP-4 
防災自主

能力 
25.7% 

由防災演練紀錄來推斷易

受災地區面對淹水的整備

能力 

是否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

區，及防災演練記錄 

已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並辦理防災

演練 
低 0 

已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未辦理防災

演練 
中 50 

無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高 100 

DP-5 
淹水狀況

掌握 
23.1% 

即時掌握淹水狀況以利及

早動員機具人員投入救災 

鄰近地區是否水尺或淹水

感測器 

鄰近 1 公里範圍內有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低 0 

鄰近 1～3 公里範圍內有水尺或淹水感

測器 
中 50 

鄰近 3 公里範圍內無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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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急水溪水系高危險堤段彙整一覽表 

河川 左岸 右岸 

急水溪 

(5) 

德安寮堤防(斷面 9~12)、 

坔頭港堤防(斷面 32) 

竹埔堤防(斷面 32.04~32.1)、 

新營堤防(斷面 49、55~56)、 

土庫堤防(斷面 62) 

白水溪 

(2) 
木屐寮堤防(斷面 145~147) 白河堤防(斷面 127) 

龜重溪 

(6) 

五重篤農堤段 

(斷面 19、21、21.1、26) 

聖賢護岸(斷面 16) 

吉田堤段(斷面 21~22)、 

下寮堤段(斷面 50~52、55)、 

行林橋堤段(斷面 70、70.05)、 

斑芝花坑護岸(斷面 81、85) 

六重溪 

(1) 
莿桐崎一號護岸(斷面 43~44) - 

仙草埔溪 

(1) 
- 木屐寮 8 號護岸 

   註：河川()數字係河段數量統計，其餘左右岸堤段()數字則為斷面號 

 

表 2-4 急水溪水系高脆弱堤段彙整一覽表 

河川 左岸 右岸 

急水溪 

(8) 

北門堤防(斷面 6~7)、 

德安寮堤防(斷面 7~8)、 

坔頭港堤防(斷面 30~32)、 

北勢寮堤防(斷面 79~80) 

雙春堤防(斷面 4)、 

宅港堤防(斷面 21~22) 

竹埔堤防(斷面 24~26、31~32.1)、 

新營堤防(斷面 48~56) 

白水溪 

(1) 
木屐寮堤防(斷面 147) - 

龜重溪 

(1) 
重溪橋堤段(斷面 24) - 

   註：河川()數字係河段數量統計，其餘左右岸堤段()數字則為斷面號 

 
 

2-3 風險評量 

以3×3風險矩陣(Risk Matrix)，並依水利署水情燈號(紅、橘、

黃、綠、藍)建立風險等級，以利風險控管，採用之風險矩陣如圖2-

1所示。 

 



 

 10

 
備註：左右岸數字係指單岸斷面數 

圖 2-1 急水溪水系風險矩陣成果示意圖 

 

急水溪水系風險評量結果，極高與高風險堤段如表2-5所示，共

計11個堤段，整體風險地圖如圖1-1。 

表 2-5 急水溪水系極高與高風險堤段彙整一覽表 

河川 岸別 堤岸名稱 斷面 風險度(燈號) 

急水溪 

左岸 

北門堤防 L6.1～7 高 

德安寮堤防 L9、11～12 高 

坔頭港堤防 L31～32.1 極高～高 

北勢寮堤防(待建) L79 高 

右岸 

宅港堤防 R21～22 高 

竹埔堤防 
R24～26 高 

R31～32.1 極高～高 

新營堤防 
R48～51.3 極高～高 

R53～56 極高～高 

白水溪 左岸 木屐寮堤防(待建) L147 極高 

龜重溪 左岸 篤農堤防(待建) L21.1～24 高～中 

 
 

2-4 風險處理 

急水溪水系若屬於溢淹或潰堤影響範圍，因有農漁業損失及保

全人口，極高風險(高危險×高脆弱)與高風險(高危險×中脆弱、中危

險×高脆弱)均屬不可容忍風險；依風險評量結果，針對不可容忍風

險堤段(極高與高風險)11個堤段，依各堤段風險成因研提相關因應

對策如表2-6所示。 

脆
弱
度
(V)

高
低風險
左岸：5
右岸：5

高風險
左岸：8
右岸：18

極高風險
左岸：2
右岸：5

中
低風險
左岸：10
右岸：4

中風險
左岸：21
右岸：6

高風險
左岸：4
右岸：0

低
極低風險
左岸：244
右岸：263

低風險
左岸：143
右岸：129

低風險
左岸：8
右岸：15

風險矩陣
低 中 高

危險度(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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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急水溪水系極高及高風險河段因應對策 

河 

川 

岸 

別 

堤岸 

名稱 
斷面 

風險 

等級 
風險概要說明 處理對策 

急 

水 

溪 

左 

岸 

北門 

堤防 
L6.1 
～7 

高風險 

W-8 以往經常淹水，可能導致堤防填土弱化 

B-5 堤防高度未達計畫堤頂高 

 
SE-1 堤後有南鯤鯓代天府重要保全聚落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斷面 7 增設堤前護坦保護工 300 公尺 

 加強堤後頭港排水治理 

 
 堤頂設置臨時性防水擋板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力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德安寮 

堤防 

L9、11 

～12 
高風險 

R-1 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B-2 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災修頻繁 

B-3 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高程，堤防安全性不足 

F-3 堤岸既有丁壩長度不足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延長既有丁壩長度 15 座，以調整流心 

 鋪設護坦保護工 2000 公尺，保護堤防基礎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力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坔頭港 

堤防 
L31～ 

32.1 

極高～ 

高風險 

R-1 流路迫近、直沖，灘地寬度不足 

B-2 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修復頻繁 

B-3 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高程，堤防安全性不足 

F-3 堤岸既有丁壩長度不足 

U-3 坔頭港大橋橋長不足，影響通洪；既有斷 32 便

橋梁底與橋長皆有不足 

 
SE-1 堤後有坔頭港重要保全聚落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DP-5 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無法掌握淹水狀況 

 延長既有丁壩長度 5 座，以調整流心 

 河道整理 350 公尺以調整流心，整理土砂可用於堤

前培厚 300 公尺，保護坔頭港堤防 

 坔頭港大橋改建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力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颱洪期間加強便橋出入口管制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1
2
 

河 

川 

岸 

別 

堤岸 

名稱 
斷面 

風險 

等級 
風險概要說明 處理對策 

急 

水 

溪 

左

岸 

北勢寮 

堤防 

(待建) 

L79 高風險 

H-1 既有高崁防洪能力不足，有溢淹之虞 

B-6 尚有待建北勢寮堤段 

 
SE-1 堤後有北勢寮聚落重要人口保全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DP-5 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淹水狀況無法掌握 

 依 106 年急水溪與白水溪治理計畫，佈設北勢寮堤

防 550 公尺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力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右 

岸 

宅港 

堤防 
R21 
～22 

高風險 

R-1 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R-5 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頂，影響堤防安全 

B-2 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災修頻繁 

F-3 既有丁壩工部分損壞 

 
SE-1 堤後有宅港重要保全聚落 

DP-1 鄰近 3 公里內無避難場所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延長既有丁壩長度 7 座，加強掛淤 

 鋪設護坦保護工 400 公尺，保護堤防基礎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力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增設避難處所 

竹埔 

堤防 
R24 
～26 

高風險 

B-2 堤防老舊，造成過往修復頻繁 

B-3 深槽高程低於堤岸基礎底高程 

U-3 既有斷 25 便橋梁底與橋長皆有不足 

 
SE-1 堤後有學甲寮、西平寮等重要保全聚落 

DP-1 鄰近 3 公里內無避難場所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斷面 26 加強異型塊吊放 300 公尺，保護堤防基礎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力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增設避難處所 

 颱洪期間加強便橋出入口管制 



 

 

1
3
 

河 

川 

岸 

別 

堤岸 

名稱 
斷面 

風險 

等級 
風險概要說明 處理對策 

急 

水 

溪 

右 

岸 

竹埔 

堤防 
R31～ 

32.1 

極高～ 

高風險 

R-1 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B-1 斷面 32 堤頂裂縫，建議改善 

B-2 堤防老舊，造成過往修復頻繁 

F-3 位處凹岸，堤前保護工設施不足 

U-3 既有斷 32 便橋梁底與橋長皆有不足 

 
SE-1 堤後有下林里重要保全聚落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DP-5 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淹水狀況無法掌握 

 竹埔堤防斷面 32 堤頂裂縫修補約 100 公尺 

 增設丁壩 10 座，調整流心 

 鋪設護坦保護工 450 公尺，保護堤防基礎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颱洪期間加強便橋出入口管制 

新營 

堤防 
R48～ 

51.3 

極高～ 

高風險 

R-1 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B-2 過往災害事件，堤岸災修頻繁 

B-3 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頂，堤防安全性不足 

B-5 部分斷面堤防高度未達計畫堤頂高 

F-3 堤岸有加強附屬保護工之必要 

U-3 台糖鐵路橋、新營急水溪橋梁底高程不足 

 
SE-1 堤後為新營都市計畫區重要保全聚落 

SE-5 有重要產業，一旦淹水將造成重大災損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DP-5 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淹水狀況無法掌握 

 流路迫近堤身處增設護坦工 750 公尺 

 斷面 48～50 利用公地河道整理 1000 公尺 

 河道整理土砂用於堤前培厚，保護新營堤防 

 
 增設無線追蹤粒子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佈設第二道防線 



 

 

1
4
 

河 

川 

岸 

別 

堤岸 

名稱 
斷面 

風險 

等級 
風險概要說明 處理對策 

急

水

溪 

右

岸 

新營 

堤防 
R53 
～56 

極高～ 

高風險 

R-1 流路迫近、灘地流失 

B-1 堤身多處裂縫，建議改善 

B-2 過往災害事件，堤岸災修頻繁 

B-3 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頂，堤防安全性不足 

B-5 部分斷面堤防高度未達計畫堤頂高 

F-3 堤岸有加強附屬保護工之必要 

U-1 河道內有植生(雜木)，恐阻礙水流 

U-3 台 1 線急水溪橋橋長與梁底高程不足，影響通洪 

 
SE-1 堤後為新營都市計畫區重要保全聚落 

SE-5 有重要產業，一旦淹水將造成重大災損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DP-5 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淹水狀況無法掌握 

 新營堤防斷面 55 堤身裂縫處進行修補約 200 公尺 

 斷面 55～56 凹岸處增設丁壩 15 座，調整流心 

 流路迫近堤身處增設護坦工 750 公尺，保護堤防 

 斷面 55～56 利用公地進行河道整理 750 公尺 

 河道整理土砂用於堤前培厚，保護新營堤防 

 辦理河道高莖植物剷除作業 

 台 1 線急水溪橋改建 

 
 增設無線追蹤粒子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台 1 急水溪橋改建前，颱洪期間加強出入口管制 

 佈設第二道防線 

白 

水 

溪 

左 

岸 

木屐寮 

堤防 

(待建) 
L147 

極高 

風險 

H-1 既有高崁防洪能力不足，有溢淹之虞 

H-3 流速高，水力沖刷嚴重 

B-6 木屐寮堤防尚有待延長堤段 

U-1 河道內有植生(雜木)，恐阻礙水流 

 
SE-1 堤後為木屐寮保全聚落 

DP-2 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DP-5 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淹水狀況無法掌握 

 依 106 年急水溪與白水溪治理計畫(第一次修正)，

佈設木屐寮堤防延長段 530 公尺 

 堤防佈設時加強考量流速沖刷問題，例如基礎加

深、增設堤前附屬保護工 

 辦理河道高莖植物剷除作業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力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1
5
 

河 

川 

岸 

別 

堤岸 

名稱 
斷面 

風險 

等級 
風險概要說明 處理對策 

龜 

重 

溪 

左 

岸 

篤農 

堤防 

(待建) 

L21.1、 

24 
高風險 

H-1 現況河道通洪能力不足而溢淹 

W-8 以往經常淹水 

B-6 尚有待建篤農堤段 

U-3 重溪橋梁底出水高不足、橋長不足，影響通洪 

 
SE-1 堤後有篤農里(小腿腳)重要保全聚落 

DP-3 缺乏防災撤離計畫 

DP-4 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依 105 年龜重溪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佈設篤農

堤防 1334 公尺 

 重溪橋改建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重溪橋改建前，颱洪期間加強出入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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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極高~高風險堤段檢討 

3-1 急水溪左岸北門堤防(斷面L6.1～7) 

一、風險概要說明 

1、以往經常淹水，可能導致堤防填土弱化 

2、堤防高度未達計畫堤頂高 

3、堤後有南鯤鯓代天府重要保全聚落 

4、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5、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108年評估北門堤防(斷面L6.1~7)為高風險堤段，風險分析如

表3-2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北門堤防(斷面L6.1~7)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辦

理情形對應如表3-1，103年南鯤鯓代天府建醮已完成護坦工，頭

港排水部分臺南市政府已興建法源抽水站(20cms)、滯洪池(1.5萬

立方公尺)及拓寬既有引水渠道，提升區域排水防洪能力；另五王

大橋警戒水位站於111年復站，並配合辦理相關應變作為，增加防

災預警能力。 

表 3-1 北門堤防(斷面 L6.1~7)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斷面 7 增設堤前護坦保護工

300 公尺 
 103 年南鯤鯓代天府已完成護坦工 

 加強堤後頭港排水治理  頭港排水多屬北門區、學甲區，為臺南市政

府淹水潛勢熱點，針對上游部分目前由台南

市政府辦理興建法源抽水站(20 cms)與滯洪

池(1.5 萬立方公尺)並拓寬既有引水渠道 145 

公尺，預定於民國 112 年 8 月竣工，未來可

搭配華宗抽水站、工業區抽水站及下溪洲抽

水站，提升區域排水防洪能力 

 納入「急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1/2)」小平台辦理作為議題討論，並邀請臺

南市政府與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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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非 

工程 

措施 

 堤頂設置臨時性防水擋板  納入「急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1/2)」小平台辦理，並邀請臺南市政府與

會，藉以加強宣導社區防護。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

力 

 五王大橋現為警戒水位站(111 年 8 月 9 日完

成復站) 

 如五王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通

知地方公所(北門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北門區保吉

里、東壁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目前堤後無建置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北門堤防(斷面L6.1~7)風險等級已由高

風險降為中風險，脆弱度由高脆弱降為中脆弱，風險分析如表3-3；

後續持續辦理事項包括：1.搭配華宗抽水站、工業區抽水站及下

溪洲抽水站，提升區域排水防洪能力；2.由臺南市政府加強輔導

北門區保吉里、東壁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綜合考量後建議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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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急水溪北門堤防(斷面 L6.1~7)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

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6.1   
北門 

堤防 
2.5 0 0 2.5 2.45 1.25 3.7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1.1 2.5 0 16.4 0 0 2.95 2.95 25.6 中 

北門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15.26  4.99  15.63  0.00  35.87 66.4 高 高 

7   
北門 

堤防 
2.5 0 0 2.5 2.45 1.25 3.7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1.1 2.5 0 16.4 6.6 0 0 0 29.2 中 

北門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15.26  4.99  15.63  0.00  35.87 66.4 高 高 

 
 

表 3-3 急水溪北門堤防(斷面 L6.1~7)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

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6.1   
北門 

堤防 
2.5 0 0 2.5 2.45 1.25 3.7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1.1 2.5 0 16.4 0 0 2.95 2.95 25.6 中 

北門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51.2 中 中 

7   
北門 

堤防 
2.5 0 0 2.5 2.45 1.25 3.7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1.1 2.5 0 16.4 6.6 0 0 0 29.2 中 

北門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51.2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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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急水溪左岸德安寮堤防(斷面L9、L11~12)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2、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修復頻繁 

3、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高程，堤防安全性不足 

4、堤岸既有丁壩長度不足 

5、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108年評估德安寮堤防(斷面L9、L11~12)為高風險堤段，風

險分析如表3-5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德安寮堤防(斷面L9、L11~12)建議處理對策與

現階段辦理情形對應如表3-4，五王大橋警戒水位站於111年復站，

並配合辦理相關應變作為，增加防災預警能力，另水利構造物除

了定期巡視，並已於109年度完成安全檢測。 

表 3-4 德安寮堤防(斷面 L9、L11~12)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延長既有丁壩長度15座，以調

整流心 

 112 年提報急水溪德安寮堤防(斷面 9~12)基

礎改善工程用地先期作業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鋪設護坦保護工 2000 公尺，

保護堤防基礎 

 112 年提報急水溪德安寮堤防(斷面 9~12)基

礎改善工程用地先期作業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公有地部分施做) 

非 

工程 

措施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

力 

 五王大橋現為警戒水位站(111 年 8 月 9 日完

成復站)  

 如五王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通

知地方公所(北門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除定期巡視，已於 109 年度完成「急水溪水

系急要段水利建造物結構安全檢測」，並納入

本(112)年度透地雷達開口合約加強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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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德安寮堤防(斷面L9、L11~12)風險等

級已由高風險降為低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6；後續持續辦理事項

包括：1. 112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基礎

改善工程。綜合考量後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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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急水溪德安寮堤防(斷面 L9、L11~12)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

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9   
德安寮

堤防 
2.5 0 0 2.5 2.45 1.25 3.7 3.4 0 0 0 3.8 0 0 7.2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41.9 高 

德安寮

堤防 
3.39  8.62  0.00  0.00  4.33  1.59  17.93 0.00  15.26  0.00  0.00  0.00  15.26 33.2 中 高 

10   
德安寮

堤防 
0 0 0 0 2.45 1.25 3.7 3.4 0 0 0 3.8 0 0 7.2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39.4 高 

德安寮

堤防 
0.00  0.00  0.00  0.00  0.00  3.18  3.18  0.00  15.26  0.00  0.00  0.00  15.26 18.4 低 低 

11   
德安寮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0 0 3.8 0 0 7.2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38.2 高 

德安寮

堤防 
3.39  4.31  0.00  0.00  8.66  3.18  19.54 0.00  15.26  0.00  0.00  0.00  15.26 34.8 中 高 

12   
德安寮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1.7 0 0 0 1.9 0 0 3.6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34.6 高 

德安寮

堤防 
3.39  4.31  0.00  0.00  8.66  3.18  19.54 0.00  15.26  0.00  0.00  0.00  15.26 34.8 中 高 

 
 

表 3-6 急水溪德安寮堤防(斷面 L9、L11~12)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0.0318

小計 

0.059 0.15260.09970.1563 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

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

度 

等級 

9   
德安寮

堤防 
2.5 0 0 2.5 2.45 1.25 3.7 3.4 0 0 0 3.8 0 0 7.2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41.9 高 

德安寮

堤防 
3.39  8.62  0.00 0.00  4.33  1.59  17.9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9 低 低 

10   
德安寮

堤防 
0 0 0 0 2.45 1.25 3.7 3.4 0 0 0 3.8 0 0 7.2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39.4 高 

德安寮

堤防 
0.00  0.00  0.00 0.00  0.00  3.18  3.18  0.00 7.63  0.00  0.00  0.00  7.63  10.8 低 低 

11   
德安寮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0 0 3.8 0 0 7.2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38.2 高 

德安寮

堤防 
3.39  4.31  0.00 0.00  8.66  3.18  19.54 0.00 7.63  0.00  0.00  0.00  7.63  27.2 低 低 

12   
德安寮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1.7 0 0 0 1.9 0 0 3.6 0 5.1 7.7 0 2.5 0 15.3 13.2 0 0 0 34.6 高 

德安寮

堤防 
3.39  4.31  0.00 0.00  8.66  3.18  19.54 0.00 7.63  0.00  0.00  0.00  7.63  27.2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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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急水溪左岸坔頭港堤防(斷面L31~32.1)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流路迫近、直沖，灘地寬度不足。 

2、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修復頻繁。 

3、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高程，堤防安全性不足。 

4、堤岸既有丁壩長度不足。 

5、坔頭港大橋橋長不足，影響通洪；既有斷32便橋樑底與橋長

皆有不足。 

6、堤後有坔頭港重要保全聚落。 

7、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8、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9、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無法掌握淹水狀況。 

108年評估坔頭港堤防(斷面L31~32.1)為極高～高風險堤段，

風險分析如表3-8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年規劃坔頭港堤防(斷面L31~32.1)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

段辦理情形對應如表3-7，坔頭港大橋已增設警戒水位站，並配合

辦理相關應變作為，增加防災預警能力，另水利構造物除了定期

巡視，並已於109年度完成安全檢測。 

表 3-7 坔頭港堤防(斷面 L31~32.1)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延長既有丁壩長度 5 座，以調

整流心 

 110年急水溪坔頭港堤防(0+750~1+000)構造

物維修改善工程辦理丁壩工5座及護坦工210 

m。 

 111 年以搶險修工程開口合約辦理急水溪坔

頭港 0+750 新舊丁壩工間護坦工 L=40m。 

 河道整理 350 公尺以調整流

心，整理土砂可用於堤前培厚

300 公尺，保護坔頭港堤防 

 109 年以搶險修開 口合約辦理急 水溪

(L31~32.1)坔頭港堤防前坡培厚 L=200 及右

岸河道整理 L=290m 

 坔頭港大橋改建  計畫洪水位 8.45m，橋樑樑底標高 10.11m，

尚可滿足通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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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非 

工程 

措施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

力 

 坔頭港大橋已增設警戒水位站 

 如坔頭港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

通知地方公所(鹽水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堤 後 已 設 置 智 慧 水 尺(23.255179, 

120.249166)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除定期巡視，已於 109 年度完成「急水溪水

系急要段水利建造物結構安全檢測」，並納入

本(112)年度透地雷達開口合約加強檢測 

 颱洪期間加強便橋出入口管制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過水路橋汛期時交通管控，並於會後記錄

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如坔頭港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

通知地方公所(鹽水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鹽水區南港里

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坔頭港堤防(斷面L31~32.1)風險等級

已由極高～高風險降為中風險，脆弱度由高脆弱降為中脆弱，風

險分析如表3-9；後續持續由臺南市政府加強輔導鹽水區南港里社

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綜合考量後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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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急水溪坔頭港堤防(斷面 L31~32.1)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

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 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 0.15260.09970.1563 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

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31 

坔頭

港大

橋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坔頭港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2.95  15.26  4.99  15.63  14.04  52.87 83.4 高 高 

31.1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坔頭港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2.95  15.26  4.99  15.63  14.04  52.87 83.4 高 極高 

32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1.7 1.85 1.7 0 1.9 0 0 7.15 0 5.1 7.7 0 0 0 12.8 13.2 0 0 0 35.6 高 

坔頭港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2.95  15.26  4.99  15.63  14.04  52.87 80.1 高 高 

32.04 
斷 32

便橋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坔頭港

堤防 
6.78  8.62  0.00  0.00  4.33  3.18  22.91 2.95  15.26  4.99  15.63  14.04  52.87 75.8 高 高 

32.1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坔頭港

堤防 
6.78  8.62  0.00  0.00  4.33  3.18  22.91 2.95  15.26  4.99  15.63  14.04  52.87 75.8 高 高 

 
 

表 3-9 急水溪坔頭港堤防(斷面 L31~32.1)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 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 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

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31 

坔頭

港大

橋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坔頭

港堤

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54.1 中 中 

31.1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坔頭

港堤

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54.1 中 中 

32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1.7 1.85 1.7 0 1.9 0 0 7.15 0 5.1 7.7 0 0 0 12.8 0 0 0 0 22.4 中 

坔頭

港堤

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50.8 中 中 

32.04 
斷 32

便橋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坔頭

港堤

防 

6.78  8.62  0.00 0.00  4.33  3.18  22.91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46.5 中 中 

32.1   
坔頭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坔頭

港堤

防 

6.78  8.62  0.00 0.00  4.33  3.18  22.91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46.5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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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急水溪左岸北勢寮堤防(斷面L79)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既有高崁防洪能力不足，有溢淹之虞。 

2、尚有待建北勢寮堤段。 

3、堤後有北勢寮聚落重要人口保全。 

4、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5、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6、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無法掌握淹水狀況。 

108年評估北勢寮堤防(斷面L79)為高風險堤段，風險分析如

表3-11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北勢寮堤防(斷面L79)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辦

理情形對應如表3-10，已增設淹水感測器(編號：72)，並參考新

營水位站及配合辦理相關應變作為，提升防災預警能力。 

表 3-10 北勢寮堤防(斷面 L79)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依 106 年急水溪與白水溪治理

計畫，佈設北勢寮堤防 550 公

尺 

 用地已取得，112 年提報急水溪北勢寮堤防

改善工程。 

非 

工程 

措施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

力 

 參考新營水位站，另採感測器作為淹水通報

警 戒 依 據 ， 感 測 器 位 置(23.317176, 

120.365395)  
 如新營水位站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

通知地方公所(東山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已增設智慧河川淹水感測器(編號：72)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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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北勢寮堤防(斷面L79)風險等級已由高

風險降為中風險，脆弱度由高脆弱降為中脆弱，風險分析如表3-

12；後續持續辦理事項包括：1.112年提報急水溪北勢寮堤防改善

工程；2.由臺南市政府加強輔導東山區聖賢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

社區。綜合考量後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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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急水溪北勢寮堤防(斷面 L79)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79   

北勢寮

堤防 

(待建) 

5 0 3.2 8.2 0 2.5 2.5 0 1.85 0 0 0 0 0 1.85 0 0 0 2.2 5 4.3 11.5 0 5.9 0 5.9 30.0 中 

北勢寮

堤防 

(待建) 

6.78  8.62  0.00 0.00  0.00  3.18  18.58 0.00 15.26 4.99  15.63 14.04 49.92 68.5 高 高 

 

表 3-12 急水溪北勢寮堤防(斷面 L79)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79   

北勢寮

堤防 

(待建) 

5 0 3.2 8.2 0 2.5 2.5 0 1.85 0 0 0 0 0 1.85 0 0 0 2.2 5 4.3 11.5 0 5.9 0 5.9 30.0 中 

北勢寮

堤防 

(待建) 

6.78  8.62  0.00 0.00  0.00  3.18  18.58 0.00 15.26 4.99  15.63 0.00  35.87 54.5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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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急水溪右岸宅港堤防(斷面R21～22)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2、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高程，堤防安全性不足。 

3、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災修頻繁。 

4、既有丁壩工部分損壞。 

5、堤後有宅港重要保全聚落。 

6、鄰近3公里內無避難場所。 

7、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8、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108年評估宅港堤防(斷面R21～22)為高風險堤段，風險分析

如表3-14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宅港堤防(斷面R21～22)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

辦理情形對應如表3-13，水利構造物除了定期巡視，已於109年完

成安全檢測，另參考坔頭港水位站並增設淹水感測器(編號：231、

232)作為預警通報，並配合辦理相關應變作為，提升防災預警能

力。 

表 3-13 宅港堤防(斷面 R21～22)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延長既有丁壩長度 7 座，加強

掛淤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鋪設護坦保護工 400 公尺，保

護堤防基礎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非 

工程 

措施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除定期巡視外，已於 109 年度完成「急水溪

水系急要段水利建造物結構安全檢測」，並納

入本(112)年度透地雷達開口合約加強檢測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

力 

 除參考坔頭港大橋水位站作為預警通報依據

外，另增設智慧河川淹水感測器(編號：

231、232) 

 如坔頭港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

通知地方公所(學甲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29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學甲區宅港里

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增設避難處所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依 112 年臺南市避難收容處所，學甲區列 8

處(最近 1 處為臺南市學甲區新建里華宗路

540 號)，建議後續臺南市政府評估宅港里設

置避難處所事宜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宅港堤防(斷面R21～22)風險等級仍為

高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15；後續持續辦理事項包括：1.辦理急

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2.由臺南

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學甲區宅港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3.由

臺南市政府評估宅港里設置避難處所事宜。綜合考量後建議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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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急水溪宅港堤防(斷面 R21～22)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21   
宅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0 0 0 0 0 3.4 0 5.1 3.85 0 2.5 0 11.45 6.6 0 0 0 23.9 中 

宅港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5.90 15.26 4.99  15.63 7.02  48.79 79.3 高 高 

22 
宅港

橋 

宅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3.85 0 2.5 0 11.45 6.6 0 0 0 20.5 中 

宅港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5.90 15.26 4.99  15.63 7.02  48.79 79.3 高 高 

 
 
 

表 3-15 急水溪宅港堤防(斷面 R21～22)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 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21   
宅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0 0 0 0 0 3.4 0 5.1 3.85 0 2.5 0 11.45 6.6 0 0 0 23.9 中 

宅港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5.90 15.26 4.99  15.63 0.00  41.78 72.3 高 高 

22 
宅港

橋 

宅港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3.85 0 2.5 0 11.45 6.6 0 0 0 20.5 中 

宅港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5.90 15.26 4.99  15.63 0.00  41.78 72.3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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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急水溪右岸竹埔堤防(斷面R24～26) 

一、風險概要說明 

1、堤防老舊，造成過往修復頻繁。 

2、深槽高程低於堤岸基礎高程。 

3、既有斷25便橋樑底與橋長皆有不足。 

4、堤後有學甲寮、西平寮等重要保全聚落。 

5、鄰近3公里內無避難場所。 

6、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7、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108年評估竹埔堤防(斷面R24～26)為高風險堤段，風險分析

如表3-17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竹埔堤防(斷面R24～26)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

辦理情形對應如表3-16，水利構造物除了定期巡視，已於109年完

成安全檢測，另參考坔頭港水位站並增設淹水感測器(編號：231、

232)作為預警通報，並配合辦理相關應變作為，提升防災預警能

力。 

表 3-16 竹埔堤防(斷面 R24～26)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斷面 26 加強異型塊吊放 300 公

尺，保護堤防基礎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非 

工程 

措施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除定期巡視外，已於 109 年度完成「急水溪

水系急要段水利建造物結構安全檢測」，並納

入本(112)年度透地雷達開口合約加強檢測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

力 

 除參考坔頭港大橋水位站作為預警通報依據

外，另增設智慧河川淹水感測器(編號：

231、232) 

 如坔頭港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

通知地方公所(學甲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學甲區平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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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增設避難處所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依 112 年臺南市避難收容處所，學甲區列 8

處(最近 1 處為臺南市學甲區新建里華宗路

540 號)，建議後續臺南市政府評估平和里設

置避難處所事宜 

 颱洪期間加強便橋出入口管制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過水路橋汛期時交通管控，並於會後記錄

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如坔頭港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

通知地方公所(學甲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竹埔堤防(斷面R24～26)風險等級仍為

中～高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18；後續持續辦理事項包括：1.辦

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2.由

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學甲區平和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3.

由臺南市政府評估學甲區平和里設置避難處所事宜。綜合考量後

建議持續列管。 
 
 
 
 
 



 

 33

 
 

表 3-17 急水溪竹埔堤防(斷面 R24～26)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24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5.9 0 5.9 21.2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1.59  25.66 5.90 15.26 4.99  15.63 7.02  48.79 74.4 高 高 

25 
斷 25

便橋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1.59  25.66 5.90 15.26 4.99  15.63 7.02  48.79 74.4 高 高 

25.1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5.90 15.26 4.99  15.63 7.02  48.79 76.0 高 高 

26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2.1 5.1 7.7 0 0 0 14.9 6.6 0 0 0 24.0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5.90 15.26 4.99  15.63 7.02  48.79 76.0 高 高 

 
 
 

表 3-18 急水溪竹埔堤防(斷面 R24～26)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24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5.9 0 5.9 21.2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1.59  25.66 2.95 15.26 4.99  15.63 0.00  38.82 64.5 中 中 

25 
斷 25

便橋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1.59  25.66 2.95 15.26 4.99  15.63 0.00  38.82 64.5 中 中 

25.1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5.9 5.9 21.2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2.95 15.26 4.99  15.63 0.00  38.82 66.1 高 高 

26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2.1 5.1 7.7 0 0 0 14.9 6.6 0 0 0 24.0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2.95 7.63  4.99  15.63 0.00  31.19 58.4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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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急水溪右岸竹埔堤防(斷面R31~32.1)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2、斷面32堤頂裂縫。 

3、堤防老舊，造成過往修復頻繁。 

4、位處凹岸，堤前保護工設施不足。 

5、既有斷32便橋樑底與橋長皆有不足。 

6、堤後有下林里重要保全聚落。 

7、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8、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9、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無法掌握淹水狀況。 

108年評估竹埔堤防(斷面R31~32.1)為極高～高風險堤段，風

險分析如表3-20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竹埔堤防(斷面R31~32.1)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

辦理情形對應如表3-19，斷面32堤頂裂縫已於110前修復，水利

構造物除定期巡視，已於109年完成安全檢測，另參考坔頭港水位

站、設置智慧水尺(23.261540, 120.246829)，並配合辦理相關應

變作為，提升防災預警能力。 

表 3-19 竹埔堤防(斷面 R31~32.1)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竹埔堤防斷面32堤頂裂縫修補

約 100 公尺 
 斷面 32 堤頂裂縫於 110 年完成修復 

 增設丁壩 10 座，調整流心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鋪設護坦保護工 450 公尺，保

護堤防基礎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非 

工程 

措施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除定期巡視外，已於 109 年度完成「急水溪

水系急要段水利建造物結構安全檢測」，並納

入本(112)年度透地雷達開口合約加強檢測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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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鹽水區下林里

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感測器目前鄰近無建置，現由智慧水尺替代

(23.261540, 120.246829)，另於坔頭港大橋

增設水位站 

 颱洪期間加強便橋出入口管制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過水路橋汛期時交通管控，並於會後記錄

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如坔頭港大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

通知地方公所(鹽水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竹埔堤防(斷面R31~32.1)風險等級仍

為中～高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21；後續持續辦理事項包括：1.

辦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2.

由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鹽水區下林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綜合考量後建議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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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急水溪竹埔堤防(斷面 R31~32.1)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31 

坔頭

港大

橋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5.9 5.9 23.7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4.90 0.00  4.33  3.18  27.81 0.00 15.26 4.99  15.63 14.04 49.92 77.7 高 高 

31.1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5.9 5.9 23.7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4.90 0.00  4.33  3.18  27.81 0.00 15.26 4.99  15.63 14.04 49.92 77.7 高 高 

32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1.85 0 0 0 0 0 1.85 2.1 5.1 7.7 0 2.5 0 17.4 0 0 0 0 21.7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4.33  3.18  22.91 0.00 15.26 4.99  15.63 14.04 49.92 72.8 高 高 

32.04 
斷 32

便橋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0 0 0 0 0 3.4 0 5.1 3.85 0 2.5 0 11.45 13.2 0 5.9 5.9 36.4 高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0.00 15.26 4.99  15.63 14.04 49.92 77.2 高 極高 

32.1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3.4 0 0 0 0 6.8 2.1 5.1 3.85 0 2.5 0 13.55 6.6 0 5.9 5.9 35.3 高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0.00 15.26 4.99  15.63 14.04 49.92 77.2 高 極高 

 
 
 

表 3-21 急水溪竹埔堤防(斷面 R31~32.1)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31 

坔頭

港大

橋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5.9 5.9 23.7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4.90 0.00  4.33  3.18  27.81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48.4 中 中 

31.1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5.9 5.9 23.7 中 

竹埔 

堤防 
6.78  8.62  4.90 0.00  4.33  3.18  27.81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48.4 中 中 

32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1.85 0 0 0 0 0 1.85 0 5.1 7.7 0 2.5 0 15.3 0 0 0 0 19.6 低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4.33  3.18  22.91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43.5 中 低 

32.04 
斷 32

便橋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0 0 0 0 0 3.4 0 5.1 3.85 0 2.5 0 11.45 13.2 0 5.9 5.9 36.4 高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47.9 中 高 

32.1   
竹埔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3.4 0 3.4 0 0 0 0 6.8 0 5.1 3.85 0 2.5 0 11.45 6.6 0 5.9 5.9 33.2 高 

竹埔 

堤防 
6.78  8.62  0.00 0.00  8.66  3.18  27.24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47.9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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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急水溪右岸新營堤防(斷面R48~51.3)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流路迫近，灘地寬度不足。 

2、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災修頻繁。 

3、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高程，堤防安全性不足。 

4、堤岸有加強附屬保護工之必要。 

5、台糖鐵路橋樑底高程不足。 

6、堤後有新營都市計畫區重要保全聚落。 

7、有重要產業，一旦淹水將造成重大災損。 

8、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9、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無法掌握淹水狀況。 

108年評估新營堤防(斷面R48~51.3)為極高～高風險堤段，風

險分析如表3-23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新營堤防(斷面R48~51.3)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

辦 理 情 形 對 應 如 表 3-22 ， 已 針 對 新 營 堤 防 培 厚 ( 樁 號

3+900~4+300)L=400m，左岸河道整理L=500m，水利構造物除

了定期巡視，並已於109年度完成安全檢測；另增設智慧河川淹水

感測器(編號：222)(23.302149, 120.323888)，並配合辦理相關應

變作為，提升防災預警能力。 

表 3-22 新營堤防(斷面 R48~51.3)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流路迫近堤身處增設護坦工

750 公尺 

 112 年堤報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47-50)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取得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斷面 48~50 利用公地河道整理

1000 公尺 

 110 年核定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47-50)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先期作業 

 擬分年續辦用地取得、工程施工 

 109 年開口合約辦理高風險河段控管(三)- 急

水溪(R48~51.3) 右岸新營堤防堤防培厚(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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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3+900~4+300)，L=400m。左岸河道整理，

L=500m。(河 道 整 理 位 置 新 營 堤 防

4+200~4+700 前坡溪流左岸公有地) 

 河道整理土砂用於堤前培厚，

保護新營堤防 

 112 年堤報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47-50)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取得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非 

工程 

措施 

 增設無線追蹤粒子 

 現況流路無明顯變化尚屬穩定，俟該段護坦

工、河道整理、提前培厚完成後，視實際需

求辦理 

 加強水利構造物安全檢測頻率 

 除定期巡視外，已於 109 年度完成「急水溪

水系急要段水利建造物結構安全檢測」，並納

入本(112)年度透地雷達開口合約加強檢測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新營區南興里

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已 增 設 智 慧 河 川 淹 水 感 測 器(編 號 ：

222)(23.302149, 120.323888) 

 佈設第二道防線 

 納入 112 年「急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

劃(1/2)」小平台辦理，並邀請臺南市政府與

會，藉以加強宣導社區防護，並以第二道防

線保護社區。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新營堤防(斷面R48~51.3)風險等級已

由極高～高風險降為中～低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24；後續持續

辦理事項包括：1.辦理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47-50)河道整理及基

礎改善工程；2.辦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基

礎改善工程；3.由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新營區南興里社區成

立自主防災社區。綜合考量後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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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R48~51.3)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0.0490.07060.0866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48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6.6 0 0 0 25.7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3.53  8.66  1.59  34.08 0.00 7.63  4.99  15.63 14.04 42.29 76.4 高 高 

49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1.7 0 0 0 3.8 0 0 5.5 0 5.1 7.7 0 2.5 0 15.3 6.6 0 0.00 0 33.6 高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3.53  8.66  1.59  34.08 0.00 7.63  4.99  15.63 14.04 42.29 76.4 高 極高 

50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6.6 0 2.95 2.95 26.7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高 

50.1 

台糖

鐵路

橋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高 

51 

新營

急水

溪橋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0 0 19.0 低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低 

51.1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4.5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高 

51.14 

斷 51

水管

1 號

橋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0 0 19.0 低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低 

51.2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0 0 19.0 低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低 

51.24 

斷 51

水管

2 號

橋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2.0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高 

51.3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4.5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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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R48~51.3)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0.0490.0706 0.0866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48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6.6 0 0 0 25.7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3.53  8.66  1.59  34.08 0.00 7.63  4.99  7.81  7.02  27.45 61.5 中 中 

49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1.7 0 0 0 3.8 0 0 5.5 0 5.1 3.85 0 2.5 0 11.45 6.6 0 0.00 0 29.8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3.53  8.66  1.59  34.08 0.00 7.63  4.99  7.81  7.02  27.45 61.5 中 中 

50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6.6 0 2.95 2.95 26.7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中 

50.1 

台糖

鐵路

橋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中 

51 

新營

急水

溪橋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0 0 19.0 低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低 

51.1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4.5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中 

51.14 

斷 51

水管

1 號

橋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0 0 19.0 低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低 

51.2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0 0 19.0 低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低 

51.24 

斷 51

水管

2 號

橋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2.0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中 

51.3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4.5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7.02  27.63 59.8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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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急水溪右岸新營堤防(斷面R53~56)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流路迫近，灘地流失。 

2、堤身多處裂縫，建議改善。 

3、過往災害事件造成堤岸災修頻繁。 

4、深槽高程低於基礎高程，堤防安全性不足。 

5、堤岸有加強附屬保護工之必要。 

6、河道內有植生(雜物)，恐阻礙水流。 

7、台1線急水溪橋橋長與樑底高程不足，影響通洪。 

8、堤後有新營都市計畫區重要保全聚落。 

9、有重要產業，一旦淹水將造成重大災損。 

10、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11、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無法掌握淹水狀況。 

108年評估新營堤防(斷面R53~56)為極高～高風險堤段，風

險分析如表3-26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新營堤防(斷面R53~56)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

辦理情形對應如表3-25，已辦理新營堤防(R53~56)、龜重溪匯流

口河道整理及新營堤防0+800前坡培厚70公尺及丁壩工1座，急水

溪及龜重溪匯流口下游段疏濬工程，疏濬13.1萬立方公尺；台1線

急水溪橋改建已於112年7月完工通車；另增設智慧河川淹水感測

器(編號：222)(23.302149, 120.323888)，並配合辦理相關應變作

為，提升防災預警能力。 

表 3-25 新營堤防(斷面 R53~56)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新營堤防斷面55堤身裂縫處進

行修補約 200 公尺 

 110 年核定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55-56)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先期作業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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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109 年開口合約辦理高風險河段控管(四)-急

水溪(R53~56)新營堤防、龜重溪匯流口河道

整理及新營堤防 0+800前坡培厚 70公尺及丁

壩工 1 座 

 斷面 55~56凹岸處增設丁壩 15

座，調整流心 

 110 年核定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55-56)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先期作業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55-56)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取得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流路迫近堤身處增設護坦工

750 公尺，保護堤防 

 110 年核定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55-56)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先期作業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55-56)河道

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用地取得 

 112 年提報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

道整理及基礎改善工程 

 辦理河道高莖植物剷除作業 
 110年及112年辦理急水溪及龜重溪匯流口下

游段疏濬工程，疏濬 13.1 萬立方公尺。 

 台 1 線急水溪橋改建  預計 112 年 6 月底完成改建 

非 

工程 

措施 

 增加無線追蹤粒子 

 現況流路無明顯變化尚屬穩定，俟該段護坦

工、河道整理、提前培厚完成後，視實際需

求辦理 

 加強水利建構物安全檢測頻率 

 除定期巡視外，已於 109 年度完成「急水溪

水系急要段水利建造物結構安全檢測」，並納

入本(112)年度透地雷達開口合約加強檢測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新營區興安

里、中營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已 增 設 智 慧 河 川 淹 水 感 測 器(編 號 ：

222)(23.302149, 120.323888) 

 台 1 線急水溪橋改建，改建前

颱洪期間加強出入口管制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橋梁權管單位加

汛期時交通管控，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

資料函發 

 如新營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通知地

方公所(新營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佈設第二道防線 

 納入「急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1/2)」小平台辦理，並邀請臺南市政府與

會，藉以加強宣導社區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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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新營堤防(斷面R53~56)風險等級由極

高～高風險降為高～中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27；後續持續辦理

事項包括：1.辦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基礎

改善工程；2.由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新營區興安里、中營里

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綜合考量後建議持續列管。 
 
 
 



 

 44

 

表 3-26 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R53~56)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53 

縱貫

鐵路

橋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14.04 34.66 66.8 高 高 

54 

台 1

線急

水溪

橋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1.85 0 0 0 0 0 1.85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2.6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7.63  4.99  15.63 14.04 42.29 74.4 高 高 

54.1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0.7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7.63  4.99  15.63 14.04 42.29 72.8 高 高 

55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1.7 0 1.9 0 0 3.6 2.1 5.1 7.7 0 0 0 14.9 6.6 2.95 0 2.95 34.3 高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7.63  4.99  15.63 14.04 42.29 72.8 高 極高 

56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0 0 0 3.4 0 1.7 0 3.8 0 0 8.9 2.1 5.1 7.7 0 0 0 14.9 6.6 2.95 0 2.95 37.1 高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7.63  4.99  15.63 14.04 42.29 72.8 高 極高 

 
 

表 3-27 急水溪新營堤防(斷面 R53~56)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53 

縱貫

鐵路

橋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1.9 0 0 1.9 0 5.1 7.7 0 0 0 12.8 0 0 2.95 2.95 20.1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0.00  4.99  15.63 0.00  20.61 52.8 中 中 

54 

台 1

線急

水溪

橋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1.85 0 0 0 0 0 1.85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2.6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3.18  32.14 0.00 7.63  4.99  15.63 0.00  28.24 60.4 中 中 

54.1   
新營 

堤防 
0 0 0 0 2.45 0 2.45 0 0 0 0 0 0 0 0 0 5.1 7.7 0 2.5 0 15.3 0 0 2.95 2.95 20.7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7.63  4.99  15.63 0.00  28.24 58.8 中 中 

55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2.45 0 2.45 0 0 1.7 0 1.9 0 0 3.6 2.1 5.1 7.7 0 0 0 14.9 6.6 0 0 0 31.3 中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7.63  4.99  15.63  0.00  28.24 59.8 中 中 

56   
新營 

堤防 
0 3.75 0 3.75 0 0 0 3.4 0 1.7 0 3.8 0 0 8.9 2.1 5.1 7.7 0 0 0 14.9 6.6 0 0 0 34.2 高 

新營 

堤防 
6.78  8.62  4.90 0.00  8.66  1.59  30.56 0.00 7.63  4.99  15.63 0.00  28.24 59.8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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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白水溪左岸木屐寮堤防(斷面L147) 

一、風險概要說明 

1、既有高崁防洪能力不足，有溢淹之虞。 

2、流速高，水力沖刷嚴重。 

3、木屐寮堤防上有待延長堤段。 

4、河道內有植生(雜物)，恐阻礙水流。 

5、堤後為木屐寮保全聚落。 

6、缺乏水位預警系統 

7、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8、鄰近無水尺或淹水感應器，無法掌握淹水狀況。 

108年評估木屐寮堤防(斷面L147)為極高風險堤段，風險分析

如表3-29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木屐寮堤防(斷面L147)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辦

理情形對應如表3-28，已於112年3月完成部分河道高莖作物剷除

及深槽加深；另參考青葉橋水位站、增設智慧水尺(23.358841, 

120.453286) 白河-2，並配合辦理相關應變作為，提升防災預警

能力。 

表 3-28 木屐寮堤防(斷面 L147)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依 106 年急水溪與白水溪治理

計畫(第一次修正)，佈設木屐

寮堤防延長段 530 公尺 

 急水溪木屐寮堤防延長(六期)改善工程(斷面

147)，預計 112 年底完成用地取得作業，後

續提報 113 年堤防新建工程計畫 

 堤防佈設時加強考量流速沖刷

問題，例如基礎加深、增設堤

前附屬保護工 

 急水溪木屐寮堤防延長(六期)改善工程(斷面

147)，預計 112 年底完成用地取得作業，後

續提報 113 年堤防新建工程計畫 

 辦理河道高莖植物剷除作業 
 已於 112 年 3 月前完成部分河道高莖作物剷

除及深槽加深，後續擬持續辦理。 

非 

工程 

措施 

 增設水位站，增加防災預警能

力 

 除參考青葉橋水位站作為預警通報依據外，

另 增 設 由 智 慧 水 尺 替 代(23.358841, 

120.453286)作為淹水通報之依據 

 如青葉橋水位站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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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真通知地方公所(白河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各縣(市)政府加

強輔導，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資料函發 

 建議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虎山里社區成

立自主防災社區 

 增設智慧水尺或淹水感測器 
 感測器目前堤後無建置，現由智慧水尺替代

(23.358841, 120.453286)白河-2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 木屐寮堤防(斷面L147)風險等級已由

極高風險降為中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30；後續持續辦理事項包

括：1.急水溪木屐寮堤防延長(六期)改善工程(斷面147)，後續提

報113年堤防新建工程計畫；2.由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白河區

虎山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綜合考量後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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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 白水溪木屐寮堤防(斷面 L147)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
5 

0.03 

小計 

0.04
9 

0.025 

小計 

0.03
4 

0.03
7 

0.03
4 

0.03
2 

0.03
8 

0.03 0.029 

小計 

0.042 
0.05

1 
0.077 

0.02
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

0.04
9 

0.07060.08660.0318

小計 

0.05
9 

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水

庫洩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口

影響 

B-1 
建造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護 

岸現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物

分

數 

危險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147   

木屐寮

堤防 

(待建) 
5 3.75 1.6 

10.3
5 

0 2.5 2.5 0 0 0 0 0 3 0 3 0 0 0 2.2 5 4.3 11.5 0 5.9 0 5.9 
33.
3  

高 

木屐寮

堤防 

(待建) 

6.78  8.62  0.00 0.00  0.00  3.18  18.58 5.90 15.26 4.99  15.63 14.04 55.81 74.4 高 極高 

 
 
 

表 3-30 白水溪木屐寮堤防(斷面 L147)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0.0490.0706 0.0866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147   

木屐寮

堤防 

(待建) 

5 3.75 1.6 10.35 0 2.5 2.5 0 0 0 0 0 3 0 3 0 0 0 2.2 5 4.3 11.5 0 0 0 0 27.4 中 

木屐寮

堤防 

(待建) 

6.78  8.62  0.00 0.00  0.00  3.18  18.58 5.90 15.26 4.99  15.63 0.00  41.7760.36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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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龜重溪左岸篤農堤防(斷面L21.1~24) 

一、風險概要說明 

1、現況河道通洪能力不足而溢淹。 

2、以往經常淹水。 

3、尚有待建篤農堤段。 

4、重溪橋樑底出水高不足、橋長不足，影響通洪。 

5、堤後有篤農里(小腳腿)重要保全聚落。 

6、缺乏防災撤離計畫。 

7、未成立自主防災社區、應變能力不足。 

108年評估篤農堤防(斷面L21.1~24)為高～中風險堤段，風險

分析如表3-32所示。 
 

二、現階段辦理情形(截至112年6月) 

依108年規劃篤農堤防(斷面L21.1~24)建議處理對策與現階段

辦理情形對應如表3-31，重溪橋改建中(尚未完成)，如忠義橋達警

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通知地方公所(柳營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另柳營區重溪里於106年成立防災自主社區，目前持續運營中。 

表 3-28 木屐寮堤防(斷面 L147)建議處理對策與辦理情形對應表 

 108 年建議處理對策 辦理情形(截至 112 年 6 月) 

工程 

措施 

 依 105年龜重溪治理計畫(第一

次修正)，佈設篤農堤防 1334

公尺 

 112 年辦理篤農堤防(斷面 21-22)工程施工(篤

農二期) 

 篤農堤防(斷面 22-24)擬分年辦理用地先期作

業、用地取得、工程施工(篤農四期) 

 重溪橋改建  重溪橋改建中尚未完成 

非 

工程 

措施 

 重溪橋改建前，颱洪期間加強

出入口管制 

 已於 112/4/6「112 年度第五河川局汛期前防

災策進聯繫協調會議」通知橋梁權管單位加

汛期時交通管控，並於會後記錄一併將相關

資料函發 

 如忠義橋達警戒水位(三級以上)即傳真通知

地方公所(柳營區公所)辦理應變作為 

 輔導成立自主防災社區，加強

教育宣導與防災演練 

 柳營區重溪里於 106 年成立防災自主社區，

目前持續運營中，該社區疏散避難計畫書更

新至 111 年 12 月，惟無辦理防災演練紀錄。 

 



 

 49 

三、小結 

現階段(截至112年6月)篤農堤防(斷面L21.1~24)風險等級仍

為高～中風險，風險分析如表3-33；後續持續辦理事項包括：1.

辦理篤農堤防(斷面22-24)工程施工(篤農四期)；2.完成重溪橋改

建；綜合考量後建議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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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龜重溪篤農堤防(斷面 L21.1~24)改善前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0.0490.07060.0866 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21.1 
重溪

橋-上 

篤農 

堤防 

(待建) 

5 3.75 3.2 11.95 4.9 0 4.9 0 0 0 1.6 0 0 0 1.6 0 0 0 2.2 5 4.3 11.5 0 0 5.9 5.9 35.9 高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59.2 中 高 

22   

篤農 

堤防 

(待建 

2.5 3.75 1.6 7.85 4.9 0 4.9 0 0 0 3.2 0 0 0 3.2 0 0 0 2.2 5 4.3 11.5 0 0 0 0 27.5 中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59.2 中 中 

23   

篤農 

堤防 

(待建) 

5 3.75 3.2 11.95 4.9 0 4.9 0 0 0 1.6 0 0 0 1.6 0 0 0 2.2 5 4.3 11.5 0 0 0 0 30.0 中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15.63 0.00  23.56 59.2 中 中 

24   

篤農 

堤防 

(待建 

5 3.75 3.2 11.95 0 0 0 1.7 0 0 1.6 0 0 0 3.3 0 0 0 2.2 5 4.3 11.5 0 0 0 0 26.8 中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15.63 7.02  30.58 66.3 高 高 

 
 

表 3-22 龜重溪篤農堤防(斷面 L21.1~24)現階段風險分析 

斷面 

編號 

岸別 

左岸 

類別 H 水文特性 W 流域特性 R 河道特性 B 建造物特性 

F 附

屬 

設施 

U 河川 

使用行為 
危險度 

類別 SE-社會經濟 DP-防災應變能力 

脆弱度 

風險 

等級 

橋梁 

絕對 

權重 
0.05 0.075 0.03 

小計 

0.049 0.025 

小計 

0.0340.0370.0340.0320.0380.03 0.029 

小計 

0.042 0.051 0.077 0.022 0.05 0.043 

小計 

0.132 0.059 0.059 

小計 

絕對 

權重 
0.0678 0.08620.0490.0706 0.08660.0318

小計 

0.0590.15260.09970.15630.1404

小計 
堤防/ 

護岸 

H-1 
洪水位 

H-3 
水力 

沖刷 

H-4 
降雨 

影響 

W-8 
歷史 

洪水 

事件 

W-9 
上游

水 

庫洩

洪 

影響 

R-1 
灘地 

寬度 

R-2 
彎道 

影響 

R-3 
流路 

特性 

R-4 
河床 

沖淤 

R-5 
深槽 

高程 

R-6 
河

川 

坡

度 

R-7 
匯流

口 

影響 

B-1 
建造

物 

本體 

現況 

B-2 
災修 

頻率 

B-3 
基礎 

安全

性 

B-4 
堤岸 

形式 

B-5 
堤防

護 

岸現

況 

高度 

B-6 
待建 

建造

物 

F-3 
附屬 

設施 

現況 

U-1 
高灘

地 

利用 

U-3 
跨河 

構造

物 

分數 

危險

度 

等級 

堤防/ 

護岸 

SE-1 
人口 

數 

SE-2 
脆弱 

人口 

SE-3 
公共 

設施 

SE-4  
經濟 

產業 

SE-5  
重要 

產業 

損失 

SE-6  
土地 

利用 

DP-1 
避難 

場所 

DP-2 
預警 

制度 

DP-3 
撤離 

計畫 

DP-4  
防災 

自主 

能力 

DP-5  
淹水 

狀況 

掌握 

分數 
脆弱度 

等級 

21.1 
重溪

橋-上 

篤農 

堤防 

(待建) 

5 3.75 3.2 11.95 4.9 0 4.9 0 0 0 1.6 0 0 0 1.6 0 0 0 2.2 5 4.3 11.5 0 0 5.9 5.9 35.9 高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7.81  0.00  15.75 51.4 中 高 

22   

篤農 

堤防 

(待建 

2.5 3.75 1.6 7.85 4.9 0 4.9 0 0 0 3.2 0 0 0 3.2 0 0 0 2.2 5 4.3 11.5 0 0 0 0 27.5 中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7.81  0.00  15.75 51.4 中 中 

23   

篤農 

堤防 

(待建) 

5 3.75 3.2 11.95 4.9 0 4.9 0 0 0 1.6 0 0 0 1.6 0 0 0 2.2 5 4.3 11.5 0 0 0 0 30.0 中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7.81  0.00  15.75 51.4 中 中 

24   

篤農 

堤防 

(待建 

5 3.75 3.2 11.95 0 0 0 1.7 0 0 1.6 0 0 0 3.3 0 0 0 2.2 5 4.3 11.5 0 0 0 0 26.8 中 

篤農 

堤防 

(待建 

6.78  8.62  4.90 3.53  8.66  3.18  35.67 2.95 0.00  4.99  7.81  7.02  22.77 58.4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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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結論與建議 

108年風險評量結果，急水溪水系極高與高風險(不可容忍風

險)堤段計有11處，包括極高風險河段7個斷面，及高風險河段30

個斷面；依據極高、高風風險堤段之風險主因與因應對策，透過

工程手段及非工程手段可降低風險度，截至112年6月，現況部分

河段已可降為中、低風險，各河段風險檢討更新如表4-1。 

經本次檢討更新後，建議急水溪左岸北門堤防(斷面L6.1~7)、

德安寮堤防(斷面L9、11~12)、坔頭港堤防(斷面L31~32.1)、北勢

寮堤段(斷面L79)、右岸新營堤防(斷面R48~51.3)及白水溪左岸木

屐寮堤防(斷面L147)等6個堤段解除列管，惟仍應持續辦理相關工

程改善。 

其餘急水溪右岸宅港堤防 (斷面R21～22)、竹埔堤防 (斷面

R24～26)、竹埔堤防(斷面R31~32.1)、營堤防(斷面R53~56)及龜

重溪左岸篤農堤防(斷面L21.1~24)等5個堤段仍屬高風險，建議持

續列管，並配合各項預定工程進行改善，作為後續檢討更新之依

據；持續列管堤段未來經改善後，殘餘風險均可降低至中風險以

下，如表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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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急水溪水系風險等級檢討更新建議 

項次 水系 河川 岸別 
斷面 

編號 
橋梁 堤防/護岸 

108 年原計畫 112 年 6 月評估 
更新建議 

危險度 脆弱度 風險等級 危險度 脆弱度 風險等級 

1. 急水溪 急水溪 左岸 
6.1  北門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解除列管 
7  北門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2. 急水溪 急水溪 左岸 

9  德安寮堤防 高 中 高風險 高 低 低風險 

解除列管 10  德安寮堤防 高 低 低風險 高 低 低風險 

11  德安寮堤防 高 中 高風險 高 低 低風險 

12  德安寮堤防 高 中 高風險 高 低 低風險 

3. 急水溪 急水溪 左岸 

31 坔頭港大橋 坔頭港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解除列管 
31.1  坔頭港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32  坔頭港堤防 高 高 極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32.04 斷 32 便橋 坔頭港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32.1  坔頭港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4. 急水溪 急水溪 左岸 79  北勢寮堤防 

(待建)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解除列管 

5. 急水溪 急水溪 右岸 
21  宅港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高 高風險 

持續列管 
22 宅港橋 宅港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高 高風險 

6. 急水溪 急水溪 右岸 

24  竹埔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持續列管 25 斷 25 便橋 竹埔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25.1  竹埔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高 高風險 

26  竹埔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7. 急水溪 急水溪 右岸 

31 坔頭港大橋 竹埔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持續列管 
31.1  竹埔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32  竹埔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低 中 低風險 

32.04 斷 32 便橋 竹埔堤防 高 高 極高風險 高 中 高風險 

32.1  竹埔堤防 高 高 極高風險 高 中 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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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水系 河川 岸別 
斷面 

編號 
橋梁 堤防/護岸 

108 年原計畫 112 年 6 月評估 
更新建議 

危險度 脆弱度 風險等級 危險度 脆弱度 風險等級 

8. 急水溪 急水溪 右岸 

48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解除列管 

49 斷 49 便橋 新營堤防 高 高 極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0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0.1 台糖鐵路橋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1 新營急水溪橋 新營堤防 低 高 低風險 低 中 低風險 

51.1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1.14 斷 51 水管 1 號橋 新營堤防 低 高 低風險 低 中 低風險 

51.2  新營堤防 低 高 低風險 低 中 低風險 

51.24 斷 51 水管 2 號橋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1.3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9. 急水溪 急水溪 右岸 

53 縱貫鐵路橋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持續列管 
54 台 1 線急水溪橋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4.1  新營堤防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5  新營堤防 高 高 極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56  新營堤防 高 高 極高風險 高 中 高風險 

10. 急水溪 白水溪 左岸 147  木屐寮堤防 

(待建) 
高 高 極高風險 中 中 中風險 解除列管 

11. 急水溪 龜重溪 左岸 

21.1 重溪橋-上 
篤農堤防 

(待建) 
高 中 高風險 高 中 高 

持續列管 
22  

篤農堤防 

(待建) 
中 中 中風險 中 中 中 

23  
篤農堤防 

(待建) 
中 中 中風險 中 中 中 

24  
篤農堤防 

(待建) 
中 高 高風險 中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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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急水溪水系持續列管河段預計辦理事項一覽表 

河川 岸別 
斷面 

編號 
堤防/護岸 

風險等級 
後續預計辦理事項 

預計 

殘餘風險 108 年 現況(112 年) 

急水溪 右岸 
21～ 

22 
宅港堤防 高風險 高風險 

 辦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

基礎改善工程 

 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學甲區宅港里社區成

立自主防災社區 

 臺南市政府評估宅港里設置避難處所事宜 

低風險 

急水溪 右岸 
24～ 

26 
竹埔堤防 高風險 

高～ 

中風險 

 辦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

基礎改善工程 

 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學甲區平和里社區成

立自主防災社區； 

 臺南市政府評估學甲區平和里設置避難處所事

宜 

低風險 

急水溪 右岸 
31～ 

32.1 
竹埔堤防 

極高～ 

高風險 

高～ 

中風險 

 辦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

基礎改善工程 

 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鹽水區下林里社區成

立自主防災社區 

低風險 

急水溪 右岸 
53～ 

56 
新營堤防 

極高～ 

高風險 

高～ 

中風險 

 辦理急水溪新營堤段至德安寮堤段河道整理及

基礎改善工程 

 臺南市政府後續加強輔導新營區興安里、中營

里社區成立自主防災社區 

中風險 

龜重溪 左岸 
21.1、 

24 

篤農堤防 

(待建) 

高~ 

中風險 

高~ 

中風險 

 辦理篤農堤防(斷面 22-24)工程施工(篤農四期) 

 完成重溪橋改建 
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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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地址：嘉義市親水路 12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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