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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河川水理特性分析 

一、河川型態特性分析 

磺溪主流發源於大屯火山群七星山北麓(標高約 1,120 公尺)，

幹流長約 13.75 公里，流域面積 50.8 平方公里，其中標高 100 公

尺以上山區約佔全流域面積 83％，治理河段平均坡度約為

0.01743，屬急流型之河川。本次規劃河段自上磺溪橋至河口全長

約 10.8 公里之河川型態，採用民國 78 年、95 年及 97 年之斷面測

量資料以及民國 65 年、73 年、80 年及 95 年航空照片等資料，本

次檢討依據「台灣地區河川型態分類技術手冊」之五層分類方式，

針對第二層主流特性、第三層縱橫剖面特性等方面進行探討：  

(一)第二層主流特性 

本節係從正射角度觀察分析主流之平面特性。河川主流之

河相演變係由「來水來砂條件、侵蝕基準面條件及河床邊界條

件」等三種條件為基礎，依地質營力、地形區位、數十年重現

期距之洪水與岩石泥沙，經過長時間的交互作用及人為工程的

干預，逐漸發展出不同的地形特性及河床質特性，此二種特性

彼此間之互相調整，而形成目前河川主流所展現之河相。據此，

本次檢討就磺溪依地形特性及河床質特性分別探討如下： 

1.地形特性 

本治理規劃檢討河段地形特性，依據「台灣地區河川型

態分類技術手冊」地形區分表(如表 5-1)來劃分不同之地形區

位；依表，治理起點上磺溪橋(斷面 26)至無名橋上游(斷面

16-11) 屬丘陵地形，無名橋上游(斷面 16-11)以下至治理終點

河口(斷面 0)屬平原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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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地形區分表 

地形 高程 平均坡度 

山地 ＞1000 公尺 — 

丘陵 100~1000 公尺 ＞5％ 

台地 100~1000 公尺 ＜5％ 

平原 ＜100 公尺 — 

摘自：「台灣地區河川型態分類技術手冊」 

2.河床質特性 

本溪河床岩石因受硫磺質浸染而成黃褐色，為本溪之特

色亦因此而命名為磺溪；有關河床質特性代表河床質的組

成，主要受河床邊界條件影響，即不同地質條件下發展出不

同的河床質。依據美國地球物理學會(AGU) 的泥砂粒徑分類

標準，利用 D50 將河床質分成岩床(bedrock)、塊石(boulder)、

卵石(cobble)、礫石(gravel)、砂粒(sand)與砏土/粘土(silt/clay)

等六大類，分級標準如表 5-2 所示。 

表 5-2 河床質粒徑分類表 

河床質類型 D50 
粒徑範圍

(mm) 
形體描述 

砏 土 / 粘 土

(silt/clay) 
＜0.062 ＜2

-4
 

細料，踩踏或壓揉有黏

性 

砂粒(sand) 0.062~2 2
-4

~2 細料，搓揉時有砂質感 

礫石(gravel) 2~64 2~2
6
 長度小於雞蛋之石頭 

卵石(cobble) 64~256 2
6
~2

8
 

長度大於雞蛋、小於手

肘之石頭 

塊石(boulder) 256~4096 2
8
~2

12
 長度大於手肘之石頭 

岩床(bedroc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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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河床質粒徑分析係根據民國 97 年 11 月完成之『磺

溪治理規劃檢討─外業測量』中河床質採樣分析成果，其河

床質採樣粒徑分析結果如表 5-3、5-4，採樣位置圖如圖 5-1；

由河床質分佈縱向變化可知，河床質粒徑由上游往下游逐漸

變小。現場河床質採樣分析結果上游上磺溪橋(斷面 26)至無

名橋(斷面 15-01)平均粒徑(dm)介於 34～120mm 間，中游無

名橋(斷面 15-01)至磺溪中橋(斷面 08)平均粒徑(dm)介於 98～

136mm 間，下游磺溪中橋(斷面 08)至河口(斷面 0)平均粒徑

(dm)介於 0.3～49.87mm 間。 

河床質的組成粒徑大小，代表河床受水流沖擊時，其抵抗沖

蝕之能力或輸砂的程度，粒徑越大，則其越不容易受水流帶

動；而組成粒徑越小，越容易受到水流帶動，含砂量越容易

提高。依據 78 年及 97 年河床質粒徑分析資料，78 年自斷面

2-11 以下至河口河段，河床質粒徑 D50介於 0.40～0.58mm，

型態分類為砂粒；斷面 2-11～7 河段，D50介於 2.4～43mm，

分類為礫石，自斷面 7 以上至上磺溪橋河段，D50 介於 40～

145mm，分類為礫石-卵石。97 年自斷面 4-11 以下至河口，

河床質代表性採樣粒徑 D50約為 0.29mm，型態分類為砂粒；

自斷面 4-11 以上至斷面 7-1 河段，D50介於 10.52～36.07mm，

型態分類大部份為礫石；自斷面 7-1 以上至上磺溪橋河段，

D50介於 24.51～104.73mm，型態分類大部份分類為礫石，少

數幾個斷面為卵石-塊石。由上述結果顯示，自斷面 15 以下

至河口河段，河床質有逐漸細化現象，其抗沖蝕之能力略有

逐漸降低趨勢；惟在 78~97 年間僅有兩組資料，其河床質是

否依此特色變化，有待更多資料加以佐證，其縱向變化比較

詳如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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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磺溪主流河床質各粒徑停留百分率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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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磺溪主流河床質平均粒徑及代表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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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磺溪主流河床質採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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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磺溪主流各斷面河床質粒徑分佈比較圖(民國 78 年、民國 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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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層縱橫剖面特性 

本節係從側視角度瞭解河川主流，從主流縱向之沖淤趨勢

及橫向所展現之沖淤或擺盪特性，區分縱剖面特性與橫剖面特

性兩方面探討；其中縱剖面特性以歷年河道坡降變化及歷年沖

淤情形的趨勢來探討，橫剖面特性以橫斷面型態說明，有關河

流擺盪情形以本溪主流流路變遷加以探討。 

1.縱剖面特性 

(1)河道坡降 

磺溪主流發源於大屯火山群七星山北麓(標高約 1,120

公尺)，上游蜿蜒曲折於山林中，匯納鹿角坑溪、大油坑溪

後，順流而下至中上游三和橋河谷漸見開闊，河床標高降

至約 45 公尺；再流入金山沖積平原，於磺溪中橋處河床標

高已降至 14 公尺；在海尾附近，納入支流清水溪、西勢溪

後，流入東海，全長約 13.75 公里，治理河段自上磺溪橋至

河口平均坡降約 0.01743。 

依 97 年斷面測量資料分析，本計畫河段自計畫起點上

磺溪橋至河口，現況全河段平均坡度約為 1/57；民國 78 年

磺溪出海口為磺港漁港，後於民國 84 年起開始進行出海口

改道計畫，致今出海口位置不同，改道起始點約於西勢溪

匯流前(斷面編號 02)，故本次檢討整合 78 年、95 年及 97

年測量斷面資料位置，區分 5 個區段及全河段分析比較，

以暸解歷年來河段坡度變化，詳見表 5-5。 

(2)河道沖淤趨勢分析 

為瞭解自民國 78 年至今十幾年來，本計畫河段之河床

沖淤變化情形，故將民國 78、95 及 97 年等斷面測量資料，

計算各斷面之河床平均高度，再彙整比較列於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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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磺溪主流歷年河道平均坡度分析比較表 

河段 斷面 
  河道平均坡度 

78 年 78 年 95 年 95 年 97 年 97 年 

    谿線高 平均高 谿線高 平均高 谿線高 平均高 

本次檢討治理全河段 0~26 -  - 1/56 1/56 1/58 1/57 

78 年治理全河段 2~15-11 1/117 1/119 1/115 1/113 1/111 1/110 

西勢溪匯流前至新磺溪橋 2~5 1/694 1/625 1/505 1/709 1/568 1/513 

新磺溪橋至三和橋 5~12 1/99 1/104 1/101 1/108 1/112 1/114 

三和橋至 78 年治理終點 12~15-11 1/39 1/39 1/52 1/50 1/49 1/47 

78 年治理終點至清水坑匯流處 15-11~20-11 -  -  1/25 1/25 1/27 1/26 

清水坑匯流處至上磺溪橋 20-11~26 -  -  1/13 1/13 1/1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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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5-6 中顯示，民國 78 與 95 年比較結果，計畫河段

斷面 2~斷面 7 一號攔水壩，大部份斷面屬沖刷現象，沖刷

深度約為 0.54～2.49 公尺，係因民國 84 年起磺溪河口改

道，致使下游段縮短，坡度增加，故有較大的沖刷情形；

另斷面 11 之二號攔水壩約於民國 80 幾年完成第二層靜水

池，最後一次是在民國 91 年完成最後三層靜水池，故其斷

面平均高度變化有 5.14～6.19 公尺的明顯落差。 

民國 95 與 97 年比較結果，計畫河段上游斷面 15-1~斷

面 26-1，因蜿蜒於山林內，兩岸屬較原始之山坡地，偶時

遇邊坡坍方，偶時又因坡度陡，沖刷情形較明顯，河床平

均高較不穩定；計畫河段中下游斷面 15-01 無名橋~斷面 12

三和橋間，沖淤情形尚屬穩定，平均高度變化在-0.12~0.62

公尺之間；斷面 11 二號攔水壩~斷面 8 磺溪中橋間，沖淤

現象較為明顯，平均高度變化在-2.25~2.99 公尺之間；斷面

8 磺溪中橋~斷面 4.1 磺溪橋間則呈淤積現象，淤積高度為

0.26~1.69 公尺；斷面 4 四十號橋~河口段，因已接近出海

口，沖淤現象不大，沖淤高度在-0.65~0.17 公尺間。 

因本計畫河段十幾年來，歷經民國 80 年~90 年間攔水

壩興建工程、上游邊坡因大雨偶發坍塌及砂石開採等天然

及人為干擾，故上述歷年河道沖淤分析成果，無法顯現本

溪河性天然之演變，然隨著時間仍將依理論朝沖淤動態平

衡之趨勢發展，未來需持續觀察本溪各河段之沖淤情形，

以了解其河性之天然演變趨勢。 

2.橫斷面特性 

斷面型態為河川之重要特徵，乃決定河流輸水輸砂能力

及河道通暢穩定之主要因素。由地理條件與水流侵蝕作用的

差異，可區分為山區河段與平原河段不同之斷面型態。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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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磺溪主流歷年河道沖淤分析比較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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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磺溪主流歷年河道沖淤分析比較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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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位於地殼抬升地區，其河床演變的發展趨勢是以侵蝕下

切為主，橫斷面多呈 V 型或 U 型。V 型河道以發育史來說比

較年輕，且河槽狹窄，在枯水期時無依附一岸的邊灘；而 U

型河道則相較成熟，河槽相對寬廣，枯水期時會有基岩或卵

石形成的邊灘露出。平原河流不受橫向山勢之約束，水流開

始向平面擴散，再加上坡降迅速減緩，導致水流速度減低，

泥砂大量落淤。平原河川一般都處在堆積抬高的狀態，常在

河道中形成深厚的沖積層，在河口地區淤積成廣闊的三角

洲，且河槽也較山區河川之河槽來的寬淺。 

本計畫河段在地形區位上，分屬丘陵地形及平原地形，

尚未達到山區河川之分區標準，故利用寬深比做為平原河川

橫斷面型態之分類標準。依前人之研究，當寬深比(W/H)＜40

屬於窄深河型，寬深比(W/H)＞40 屬於寬淺河型。一般而言，

窄深型河槽多呈現拋物線型或不對稱三角型之外貌，其水流

對河床下刷能力較強；而寬淺型則呈現馬鞍型或多汊型或杓

型之外貌，其水流對兩岸之沖蝕能力較強。 

將民國 78、95 及 97 年等斷面測量資料，計算各斷面之

寬深比，並研判其型態列於表 5-7。由表中顯示，歷年橫斷面

型態，除斷面 3、6、13 及 23 稍有變化外，其餘斷面其型態

較無變化。自斷面 12 上游至上磺溪橋，其橫斷面型態多為窄

深型；而斷面 12 以下至河口，其橫斷面型態為寬淺型與窄深

型互有交替。 

3.主流流路變遷 

為瞭解本次檢討之磺溪主流流路變遷變化情形，故利用

民國 65、73、80 及 95 年等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測所

發行之台灣地區像片基本圖資料，將其主流流路數化後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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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磺溪主流歷年各斷面主深槽寬度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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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比較，磺溪主流流路歷年變遷詳圖 5-3。 

由圖 5-3 顯示，磺溪主流自上游上磺溪橋至下游西勢溪

匯流前之歷年流路擺盪情形不明顯，僅部分河段河幅因歷年

水文、人文情形、地形及地勢等因素互有縮小或擴大之變化；

下游西勢溪匯流前至出海口部份，河道經由於民國 84 年起開

始進行出海口改道計畫，由原出海口磺港漁港自西勢溪匯流

前改道至(95 年流路)今現況出海口。 

二、現況水理分析 

(一)起算水位 

目前磺溪出海口無潮位站設置，經檢討鄰近之中央氣象局

麟山鼻潮位站(石門鄉)與基隆潮位站於民國 94~97 年間最大之

大潮平均高潮位值分別為 1.15 公尺及 1.63 公尺，均較民國 79

年內插分析此二潮位站之磺溪出海口暴潮位 1.685 公尺為低，

故本計畫沿用磺溪出海口暴潮位 1.685 公尺為河道各重現期距

洪水位計算之起算水位。 

(二)河道粗糙係數 

採用本所民國 97 年完成之河床質調查成果，以 Lane、

Sanluis River、Einstein、Strickler 等經驗公式及理論公式計算各

河段之粗糙係數，示如表 5-8。 

本溪目前無流量站設置，無法依實測流量驗證河道粗糙係

數，經考慮現況河道植生覆蓋之狀況及斟酌實際河況，擬訂各

河段之粗糙係數採用如表 5-9；其中斷面 13 以上至斷面 26-1

之上游河段已漸入山區，由於該河段實際河床卵礫巨石甚多，

河床質採樣多為可採取攜回實驗室之河床質，故由表 5-8 可知

依經驗公式及理論公式計算之粗糙係數值偏小，因此斟酌實際

之河況，自斷面 13 以上河段之粗糙係數擬定為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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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量分配 

計畫洪水量採用 50 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各主要河段之

計畫洪水量分配詳見表 4-27 及圖 4-21。 

(四)水面曲線演算 

水面曲線演算係依據前述各項水理要素及各河段流量分配

情形，起算水位採用磺溪河口暴潮位 1.685 公尺，並配合河道

斷面資料，採用美國陸軍工程師團水文工程中心(Hydrologic 

Engineering Center,U.S.Army Corps of Engineers)所發展計算水

面剖線之數值模式 HEC-RAS 4.0 版進行水理分析，其模擬演算

係設定亞臨界/超臨界流之混合流況利用能量方程式以標準步

驟推求各斷面之水位、流速等水理狀況。有關水理演算之基本

理論及水頭損失、彎道及橋梁壅高之考量分述如下： 

1.基本理論 

本模式採用之控制方程式為能量方程式： 

TH
g

v
yZ

g

v
yZ 

22

2

2
222

2

1
111   

1y ， 2y ：水深           1Z ， 2Z ：底床高程 

1v ， 2v ：流速           1 ， 2 ：能量係數 

g：重力加速度          TH ：能量水頭損失 

g

v

g

v
CSLH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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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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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突縮或突擴損失係數 

fS ：兩斷面間摩擦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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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磺溪主流歷年(65,73,80,95 年)流路變遷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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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磺溪主流歷年(65,73,80,95 年)流路變遷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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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磺溪粒徑資料各斷面河床粗糙係數推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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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磺溪主流河道粗糙係數採用表 

河段斷面 
採用 n 值 

左岸灘地 低水河槽 右岸灘地 

0~4 0.030 0.025 0.030 

4~6 0.035 0.030 0.035 

6~8 0.040 0.035 0.040 

8~13 0.045 0.042 0.045 

13~26.1 0.045 0.045 0.045 

L：兩斷面間長度 

robchlob

robrobchchloblob

QQQ

QLQLQL
L






 

robchlob LLL ,, ：兩斷面間主渠道與左、右溢岸距離 

robchlob QQQ ,, ：兩斷面間主渠道與左、右溢岸平均流量 

2.水頭損失 

應用此系統之水面曲線演算程式計算，水頭損失僅考慮

摩擦損失及渦流損失兩種。 

(1)摩擦損失: 

ff SLH   

其中兩斷面間摩擦坡降  fS 應用方程式如下: 

平均傳輸方程式:

2

21

21

















KK

QQ
S f

 

平均摩差擦坡降方程式: 2

21 ff

f

SS
S




 

幾和平均坡降方程式: 21 fff SSS 
 

調和平均坡降方程式: 21

21
2

ff

ff

f
SS

SS
S






 

(2)渦流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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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為突縮或突擴損失係數，一般而言，突縮係數介

於 0.1~0.6 間，突擴係數介於 0.3~0.8 間。HEC-RAS 模式對

各種流況之建議如表 5-10 所示。 

表 5-10 局部損失係數參考表 

流況 突擴係數 Ce 突縮係數 Cc 

漸變 0.3 0.1 

橋梁 0.5 0.3 

劇變 0.8 0.6 

3.橋梁壅高︰ 

橋梁壅高之計算在低流量流況係採 Yarnell 公式、美國聯

邦道路管理局(FHWA) WSPRO 方法及動量平衡方法，高流量

流況採能量方程式。 

(1)低流量流況 

可區分 A、B 與 C 三類渠流，可由橋下游之福祿數(F3)

研判 

   3243
2112 LL FF    

σ=1-σ 

A.A 類渠流： 

採 Yarnell 公式: 

 g

v
wkkH

2
)15)(6.010(2

2

24

23  

 

23H ︰束縮段上、下游水面之落差 (呎 ) 

K︰試驗之橋墩形狀係數  

W︰速度水頭與束縮段下游水深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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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水平束縮比  

2v ：束縮段下游之流速（呎 /秒）  

g︰重力加速度（呎 /秒2）  

採 FHWA WSPRO 方法 : 

)14(

2

11
1

2

4

4
22

4

 Lh
g

v
h

g

v
h



 

1h :上游斷面水位高程  

1v :上游斷面流速  

4h
:下游斷面水位高程  

4v :上游斷面流速  

)14( Lh
:上下游斷面能量損失  

)43()()21()14(   fBDBUffL hhhh
 

B.B 類渠流： 

採動量平衡公式: 

第一步驟:平衡下游斷面至下游橋面動量平衡。 

xfPBDPBD

HD

BDBD
BDBD WF

gA

Q
YAYA

gA

Q
YA 

2

2

22
22

2 

 

BDAA ,2 :下游斷面至下游橋面通水面積  

PBDA :下游邊橋梁阻塞面積  

2,YYBD :水面至 BDAA ,2 重力中心垂直距離  

PBDY :水面至 PBDA 重力中心垂直距離  

BD ,2 :動量方程式係數  

BDQQ ,2 :下游斷面至下游橋面流量 (相同 ) 

g︰重力加速度  

fF
:外在摩擦力  

xW :水重力  

第二步驟 :平衡下游橋面至上游橋面動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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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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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BD
B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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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U 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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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驟 :平衡上游橋面至上游斷面動量平衡。  

xf
PBU

DPBUPBU

BU

BUBU
BUBU WF

gA

QA
CYA

gA

Q
YA

gA

Q
YA 

2

3

2

3

2

3

2

33
33

2

1

 

DC :曳引力係數  

C.C 類渠流： 

以動量方程式或能量方程式推求。 

(2)高流量流況 

以能量方程式推求。 

(五)現況輸洪能力檢討 

本計畫河段 Q50 計畫流量之現況各斷面水理因素成果列如

表 5-11，另將各重現期距洪水位計算成果及兩岸高程彙整於表

5-12，以利檢討現況河道通洪能力。 

由表 5-12 顯示，50 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發生漫溢堤頂或

岸頂之斷面河段，左岸有四十號橋堤防(下游延長)(斷面 2.11～

3.11)、清水堤防 (斷面 4.12、6、6.11)、六股二號堤防(斷面 7.11)

等；右岸有社寮堤防(斷面 2.11~3.11)等。 

(六)現況輸砂能力檢討 

本次現況輸砂能力採用一維流水面剖線演算模式

(WSED)，檢討本溪新河口改道起點至上游治理計畫線劃設終點

(即斷面 02~斷面 15.1)，借以瞭解各斷面在不同流量之輸砂能

力，供河道治理規劃之參考；依本次檢討採用蕭克力胥

(Schoklitsch) 公式計算推移質之輸砂能力，而懸浮載之輸砂能

力則採用張氏公式(Chang，H.H.)推算，並由實測河床質資料與

水理因子，求得現況各頻率年洪峰流量下之輸砂能力，列表如

5-13 及圖 5-4。輸砂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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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磺溪現況河道計畫洪水量水理因素成果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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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磺溪現況河道計畫洪水量水理因素成果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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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磺溪現況河道計畫洪水量水理因素成果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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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磺溪現況河道計畫洪水量水理因素及各重現期距洪水位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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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磺溪現況河道計畫洪水量水理因素及各重現期距洪水位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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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磺溪現況河道各斷面各重現期洪水量輸砂能力成果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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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磺溪現況河道各斷面各重現期洪水量輸砂能力成果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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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磺溪現況河道各斷面各重現期洪水量輸砂能力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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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移質推算公式： 

)(
000,7

0

3/2

2/1
BqQSe

d
Gs   

qo:0.0000194/Se
4/3

 

式中，Gs:推移質輸砂能力（公斤 /秒） 

Q :流量（秒立方公尺） 

Se:水面坡降或能量坡降 

B :水面寬（公尺） 

d :推移質粒徑(mm) 

qo:單位水面寬之輸砂臨界流量(M3/SEC/M) 

2.懸浮載推算公式：（張氏法） 

dhUCdhUCqqq S

y

a
Sb

a

bsssbs  
0  

 SSBsssbs Rqqqq  1  

        yaIKUyaIVUaryRS 212 2   

 SSSS RqBQ  1
 

式中Ｃb,Ｃ s：推移載、懸浮載之濃度  

Ｕ b,Ｕ s：推移載、懸浮載之速度  

Ｑ s：整個河寬為Ｂ之斷面總輸砂量  

Ｖ *：斷面平均流速  

Ｕ *：底床剪力速度  

Ｋ：Von Karmann 係數，採用 0.4 

a ：推移載運行厚度＝10(Ｙ -YCr)／ [(1-P)tanψ] 

Ｙ：無因次剪應力＝ρＵ 2／ｒ Sｄ  

YCr：0.05 

Ｐ：孔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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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水中沉之摩擦角  

ｒ 2：懸浮載係數，用實驗值為為 0.8 

ｙ：水深  

本次檢討輸砂演算為定床模式，各斷面輸砂計算成果僅供

研判河道輸砂能力趨勢。整體而言，各斷面之輸砂能力隨流速

之增加而增大，大致可發現上游輸砂能力較下游大之趨勢；惟

局部斷面易受通洪河幅大小及攔水壩上游迴水、下游跌水等因

素導致輸砂能力急遽上升或下降，如斷面 3.1 因受現有堤防侷

束形成通洪瓶頸，河道束縮導致輸砂能力相對較大，另斷面 7.11

因受攔水壩上游迴水及左岸開口堤河幅較寬等因素，斷面輸砂

能力急遽降低，結果與現地狀況相差不大。 

三、河川特性綜論 

綜合以上河川型態變異趨勢之定性檢討，現況水理、輸砂能

力之定量分析結果，可將本溪計畫河段內之河川特性，所衍生之

河防安全問題及現況治理重要課題綜合檢討如下： 

(一)河口至磺溪中橋(斷面 00~08) 

本河段為下游平原河川，於斷面 02 有支流西勢溪匯入，於

斷面 02-11 有支流清水溪匯入，河床質為砂質與礫石，自下遊

往上游有趨粗之勢，平均坡度在 1/114～1/513，河道大致呈沖

刷現象，近年(95~97 年)沖淤情形較過去(78~97 年)相對穩定；

橫斷面型態窄深型與寬淺型互現；水流大致為亞臨界流況，50

年重現期洪水量之平均流速大致在 5.5m/sec 以下，僅局部橋梁

附近斷面及一號攔水埧流速超過 5m/sec。現況僅左岸斷面 02-11

～03-1 四十號橋堤防(下游延長)尚未完成施設外，其餘兩岸防

洪工程大致皆已有布設。 

本河段尚存河防安全問題，社寮堤防高度不足，部分河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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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洪斷面不足，局部河道束縮導致上游水位壅高，另部分橋梁

通洪能力亦顯不足，危害河防安全。 

另現今河口已由磺港漁港改道至現況新河口，新河口兩岸

均已施設導流堤，目前新河道於西勢溪匯流後左岸有泥沙淤積

現象，其河道通洪情形亦為本次檢討重要課題之ㄧ。 

(二)磺溪中橋至無名橋(斷面 08~15) 

本河段屬中下游，右岸屬較高之台地，左岸農作居多；本

河段河床質主要為礫石及卵石，平均坡度在 1/47～1/114 有趨陡

之勢，河道沖淤變化相對較大；橫斷面型態多屬窄深型；水流

為亞臨界至超臨界流況交互變化，50 年重現期洪水量之平均流

速大致在 5.5m/sec 以上，局部攔水埧及橋梁高達 12m/sec 以上。

現況左岸防洪工程皆已完成，右岸屬較高台地，局部河段如磺

溪中橋上游、斷面 10 上下游及斷面 12-1 上游有構築堤防護岸

保護。 

本河段尚存河防安全問題，除局部高度不足之堤防護岸需

加高外，其餘河寬輸洪能力經檢討大致尚稱足夠。 

(三)無名橋至上磺溪橋(斷面 15~26) 

本河段為中上游陡坡山區河川，河道受兩岸高山範束蜿蜒

曲折，於斷面 20-11 有支流清水坑溪匯入，平均坡度在 1/13～

1/26，並有趨陡之勢，河床質為卵礫石及塊石夾雜，並有漸粗

之趨勢，本河道位於陡坡山區沖淤變化較不穩定；橫斷面型態

大致為窄深型；水流為多屬超臨界流況，50 年重現期洪水量之

平均流速大致在 6.5m/sec 以上，部分河段甚達 13.3m/sec。 

本河段尚存河防安全問題，因兩岸山坡陡峻，易因洪水侵

蝕邊坡而崩坍，河幅原屬不足，若再受人為開發，恐加重洪流

沖蝕能力，應加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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