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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計畫目標與沿革

過
去

導
入

扣
合

連
結

目
標

本計畫
• 韌性承洪
• 水漾環境

• 各部會政策
• 在地產業、水

文化、水歷史
• 生態保育、國土

綠網

• 國土/海岸管理

• 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計畫

• 「環境營造計畫」

• 風險管理
• 「風險/環境/情勢

計畫」

• 水道治理
• 「治理規劃報告」
• 「治理規劃檢討」

協助其他部門辦理調適

作為水利部門計畫依據

本計畫執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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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別
河川名稱

公告河川界點
主支流別 名稱

高屏溪

高屏溪主流 高屏溪 台22線里嶺大橋

高屏溪支流 旗山溪 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里長
朗吊橋(舊址)

旗山溪支流 口隘溪含溝坪溪內門區金竹里金瓜寮大橋上
游600公尺

旗山溪支流 美濃溪 美濃水庫預定壩址(雙溪橋)

旗山溪支流 武鹿溪 台21線武鹿橋

高屏溪支流 荖濃溪 高雄市桃源區勤和里興輝大
橋(舊址)

荖濃溪支流 濁口溪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多納橋

荖濃溪支流 寶來溪 寶來溪橋

荖濃溪支流 邦腹溪 台27線邦腹溪橋

荖濃溪支流 扇平溪 台27線三合橋

高屏溪支流 隘寮溪 隘寮南溪、隘寮北溪合流點

隘寮溪支流 隘寮北溪 霧台鄉大武村古仁人橋

隘寮溪支流 武洛溪 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村口社
吊橋

旗山溪支流 隘丁寮溪 興農橋

旗山溪支流 那都魯薩溪
(老人溪) 第十五號橋

二、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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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流程

第一階段

資料蒐集 課題評析 願景目標

公部門平台研商(2場)

大平台(2場)

達成共識

第二階段

課題之策略與措施 公部門研商(2場)

小平台(12場)

由上而下
民眾參與
平台研商
公私協力與共學
資訊公開

高雄大學在地團隊
(公私協力、民眾參與等)

大平台(2場)

小平台(1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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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問題 現況說明 涉及機關

風險
評估

中、高風險河段評估-
風險控制、轉移、承

擔、迴避
(1)降低危險度因子
(2)強化脆弱度因子

 高屏溪流域計有15處高風險、11處中風險堤段
 高屏溪本流11處高風險最多，都市計畫區及工業區致脆

弱度高
 隘寮溪水門村堤防為高風險堤段
 口隘溪溝坪里高風險河段，本局於109年加高護岸50公

分，已降低風險度
 荖濃溪、旗山溪、武洛溪等最高為中風險度

公路總局、
農委會水保局、
農委會林務局、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
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維生系統安全

 依108年「高屏溪流域上游段及東港溪大斷面測量計畫
測量成果報告書」，平均河床高程變化大於1公尺者有：
里嶺大橋、新發大橋、新三地門橋等。

 高屏溪中下游測站位於公路總局轄管橋梁，致災搶修工
程應以公路總局為主

氣候變遷下
水文增量

 民國104年核定「高屏溪治理規劃檢討-水文分析報告」，
高屏溪主流較公告值增加25%，荖濃溪增加28~31%，
旗山溪增加25~34%，美濃溪增加33%，隘寮溪8~14%

 水利規劃試驗所「中央管流域規劃參數檢討」及「高屏
溪流域水文分析檢討(110年~111年) 」執行中

一、水道風險課題



高屏溪本流
26800→33500CMS

↑25%

荖濃溪
14200→18200CMS

↑28%

濁口溪
5320→6400CMS

↑20%

旗山溪
7780→9800CMS

↑26%

美濃溪
980→1300CMS

↑33%

隘寮溪
8600→9300CMS

↑8%

疏濬河段

疏濬河段

堤防加高加強

待建旗尾堤防

待建口社護岸荖濃溪
旗山溪

高屏溪本流

里港大橋

里嶺大橋

「高屏溪整體疏濬評估計畫(110~112年)」

111年及112年預計疏濬河段，每年650萬

 荖濃溪高美大橋上游

 荖濃溪里嶺大橋上游

 隘寮溪三地門

 隘寮溪南華大橋至高樹大橋

 武洛溪口社大橋下游里嶺大橋上游囚砂區

一-1、治理檢討及滾動疏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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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
水門村堤防

中風險
北勢仔堤防
旗尾堤防 中、高風險

中壇堤防
旗南堤防
福安堤防

高風險
溝坪橋上游
左岸護岸

中風險
寶來二號橋
上下游左岸

中風險
勤河護岸

里嶺大橋
上游2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下游200m沖刷

高美橋
上游2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下游200m沖刷

新威大橋
上游20m沖刷
上游100m沖刷
下游100m沖刷

六龜大橋
上游200m沖刷

東溪大橋
上游2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獅額頭橋
上游2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新發大橋
上游20m淤積
下游20m淤積

寶來一號橋
下游20m沖刷

撒拉阿塢橋
上游20m沖刷
上游100m淤積

新高樹橋
上游20m沖刷
上游200m沖刷

新三地門橋
上游20m淤積
下游20m淤積

國道10號橋
下游20m沖刷

新旗尾橋
上游20m沖刷

月眉橋
上游20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下游200m沖刷

月眉堰
上游20m沖刷

杉林橋
上游2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寶隆橋
下游20m沖刷

甲仙橋
上游2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甲仙堰
下游20m沖刷

長朗吊橋
上游20m沖刷
上游200m沖刷
下游20m沖刷
下游200m沖刷

維生系統安全

課題：橋梁上下游河段沖淤變化超過1公
尺，過度淤積造成通洪能力不足，過度沖
刷導致基礎不穩，有崩塌之危險。

對策：丁壩群保護基礎或導引水路，並建
請公路局注意橋梁基樁沖刷情形。

風險河段

課題：據「高屏溪流域水系風險評估及水
利建造物安全性檢測計畫(2/2)」，有都市
計畫區臨近河段或護岸高度不足者。

對策：河道疏濬、堤防加高，並移除或強
化河段之脆弱因子，包含強化保全對象抗
災能力、災害保險、緊急應變計畫、加強
避難計畫宣導等

一級海岸防護區

課題：暴潮溢淹、海岸侵蝕風險防護區範
圍(高雄林園區、屏東縣新園鄉) ，鄰近工業
區，可能造成重大災損。

對策：維護修繕與強化既有海岸防護設施
之功能及防護標準；調整土地利用強度。

一-2、風險河段、維生系統及海岸防護

高風險
新園堤防
林園堤防
大寮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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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問題 現況說明 涉及機關

1.
海岸防護

暴潮溢淹及
海岸侵蝕防護區

暴潮溢淹及海岸侵蝕防護區範圍：高雄市林園區、屏東縣
新園鄉。
落實海岸防護計畫以減低災害：暴潮溢淹及海岸侵蝕可能
衝擊沿海土地利用，如港口、臨海工業區等

營建署、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2.
逕流分擔
在地滯洪

逕流抑制、暫存、
分散及農塘蓄滯洪

 高屏溪水系逕流分擔評估規劃(1/2)逕流分擔推動地點
 區域淹水潛勢：旗山五號排水系統、美濃湖排水系統(廣興區域、

東門排水周圍)、林園排水系統
 低地積潦：美濃地區三夾水區域
 美濃溪流域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逕流分擔推動地點：廣興區

域、東門排水區域及三夾水區域
 利用現有土地不改變地目及用途，聚落農田加高田埂或農路增

加蓄洪面積
期初審查意見：高雄市政府提及旗山五號排水系統與溪州排水系統已
經整治，近年無明顯淹水情事，然「高屏溪水系逕流分擔評估規劃
(1/2)」於治理工程完成情況下，以24小時降雨量500毫米分析，仍
屬「低地積潦」區位，具優先推動逕流分擔之必要

水利署、
營建署、
農委會、
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農委會水保局、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農委會農田水利署、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3.
國土計畫功
能分區

土地利用與既有國土
分區規劃架構之連結

 彙整國土計畫空間發展區位與功能分區，套繪淹水災
害風險區域，以土地管理或非工程手段因應洪氾風險

 國土功能分區調整之可能性
 對應不同課題性質，提出國土計畫檢討或各項土地使

用管制修訂建議內容
國土功能分區與災害風險地圖競合問題：如美濃地區城
1(都市計畫範圍)及城2-1(人口密度高)有淹水潛勢風險

內政部
水利署、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二、土地洪氾課題(1/2)

告知淹水災害風險區位、水利工程保護有其上限、殘餘風險須以非工程手段、土管措施來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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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問題 現況說明 涉及機關

4.
縣市淹水
潛勢

流域內逢
24小時降雨量500毫

米之淹水潛勢

依據水利署公告之淹水圖資顯示淹水潛勢區位集中於流域中
下游。
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24小時降雨量600毫米產生之淹
水深度製作淹水災害風險成果圖有差異

水利署、
營建署、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5.
氣候變遷
下災害風

險

氣候變遷下
淹水災害風險

=危害度X脆弱度
X暴露度

1. 臺灣位處於高天然災害風險的區位，尤以颱風或豪雨造成之淹水災
害為代表，極端氣候造成之短延時強降雨導致嚴重災害

2. 以行政區區分(受行政區均質化影響)：
高雄市
第二級：美濃區、旗山區、大樹區、鳥松區、大寮區、林園區
第五級：鳳山區

屏東縣
第二級：高樹鄉
第四級：里港鄉、鹽埔鄉
第五級：九如鄉、長治鄉、屏東市、內埔鄉、萬丹鄉、新園鄉

水利署、
營建署、
高雄市政府、
屏東縣政府、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
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 危害度：基期(1976~2005年）及未來推估(2036~2065年)極端降雨(24小時600毫米降雨條件)發生機率
(2) 脆弱度：依現況 24 小時 600 毫米定量降雨的淹水模擬圖去分析淹水指標(相對易淹水區域)
(3) 暴露度：人口密度

二、土地洪氾課題(2/2)



 

109年旗山溪與美濃溪匯流處疏濬

堤防

加高

保護

工法

疏濬

作業

二-1、淹水災害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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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旗

山

五

號

排

水

集

水

區

2 3

大

寮

排

水

上

游

段

集

水

區

潮州寮排水下游段集水區

資料來源：第七河川局，「高屏溪水系逕流分擔評估規劃(2/2)」期中報告，110年。

二-2、逕流分擔及在地滯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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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淹水區域 所屬水系 影響範圍位置 建議淹水處理方法

1 廣興地區 美濃湖排水

美濃

都市計畫區內

配合逕流分擔措施，如逕

流分散至農田滯洪

2
東門溪排

水周圍
美濃湖排水

配合逕流分擔措施，如逕

流分散至農田滯洪

3
三夾水區

域
美濃湖排水

機械抽排配合逕流分擔措

施(與逕流積水共存、地

下貯留、增加入滲等)

分區名稱 面積(公頃) 備註

分區1 19

分區2 44

分區3 48

分區4 31

分區5 68

滯6 24 優先推動

滯7 26 優先推動

分區8 58

分區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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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逕流分擔及在地滯洪(2/2)



 以美濃地區為例

基期：
1976-2005年

未來推估：
2036-2065年

 經濟部水利署第三代淹水潛勢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候變遷淹水災害風險圖
未來氣候推估皆採用最劣情境
RCP8.5進行模擬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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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氣候變遷下災害風險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1類

(敏感程度較高)

第1-1類

(保護區)

第1類

(優良農地)

第1類

(都市計畫區)

第2類

(敏感程度次高)

第1-2類

(排他性)

第2類

(良好農地)

第2-1類

(鄉村區等)

第3類

(國家公園)

第1-3類

(儲備用地)

第3類

(坡地農地)

第2-2類

(開發許可)

第4類

(都市計畫保護區)

第2類

(相容性)

第4類

(鄉村區、原民聚落)

第2-3類

(重大計畫)

第3類

(待定區)

第5類

(都市計畫農業區)

第3類

(原民鄉村區)

美濃溪流域國土功能分區圖
比例(%)

24小時500mm情境

淹水面積(公頃)國土功能分區 類別 面積(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1,174.41 10.23 21.39

第二類 4,567.48 39.77 0.53

第四類 38.48 0.34 3.27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3,055.03 26.60 443.07

第二類 1,717.52 14.96 171.92

第三類 328.96 2.86 0.85

第四類 47.30 0.41 0.28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455.66 3.97 18.52

第二類之一 99.64 0.87 5.71

第二類之三 0.09 0.00 0.06

城1 城2-1

15

二-4、淹水潛勢與國土分區



三、水道風險、土地洪氾風險課題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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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高屏溪水系逕流分擔評估
規劃(2/2)

旗

溪

山 荖

溪

濃

美

溪
濃

高

溪

屏

寮
溪

隘

濁

溪
口

口

溪

隘

2-B.逕流分擔、在地滯洪

課題：美濃湖排水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
案)逕流分擔推動地點：廣興區域、東門排
水區域及三夾水區域

對策：土地利用調整、逕流分擔措施、在
地滯洪(農路或田埂加高增加蓄洪面積)

3.土地洪氾與國土功能分區

課題：套疊24小時500毫米雨量圖及國土功能分
區圖，檢視是否有競合問題

對策：國土功能分區調整之可能性、使用管制規
則調整建議(如具發展潛力或人口密度高地區為淹水
潛勢地區)

1.海岸防護

課題：暴潮溢淹、海岸侵蝕風險防護
區範圍(高雄林園區、屏東縣新園鄉) 、
地層下陷

對策：海岸防護計畫，災害預警系統、
海岸防災社區、參酌禦潮防洪水位
+1.4M、海堤及附屬設施修繕、土地
利用型態調整

2-A.逕流分擔

課題：區域淹水潛勢、低地積潦(旗山五
號排水系統、林園排水系統)

對策：逕流分散、逕流暫存、低地與逕流
積水共存等

美濃溪流域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

美濃地區在地滯洪示範之評估及實施方案
執行中：在地滯洪經濟效益分析(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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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氣候變遷下水文量

課題：水文增量評估中

對策：治理檢討、建構韌性防洪

執行中：高屏溪流域水文分析
研究(110~111年)

1.風險堤段、維生系統安全

課題：高屏溪：鄰近都市計畫區，
11處高風險；美濃溪：都市計畫區位
於兩岸，流路迫近；隘寮溪：水門村
緊鄰堤後且流路迫近

對策：風險處理、控制-降低危險因
子、強化脆弱因子、滾動檢討風險評
估及構造物檢查

2.出口水位

課題：旗山溪出口水位受荖濃溪影響，流路
衝擊台29

對策：疏濬、囚砂區



經濟部水利署
第七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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