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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適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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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
調適計畫(110~1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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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流程



6三、計畫範圍



7四、流域範圍



8五、流域整體願景-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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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貳、課題、願景及目標



10一、調適策略四大面向



11二、濁水溪四大面向課題分析



12三、改善與調適策略-大尺度(河口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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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大城鄉

濁水溪百年舊堤

濁水溪流域河川區域線

地層下陷等值圖

淹水潛勢圖 200mm/24hr

淹水潛勢圖 350mm/24hr

淹水潛勢圖 500mm/24hr

淹水潛勢圖 650mm/24hr

下游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
♟課題評析
濁水溪本流中下游流路變化劇烈，再加上下游
流路偏北，除影響河防安全外，亦導致高灘地
逐漸流失。
☀願景及目標
減少河床沖刷程度，以穩定河道型態。
✍改善與調適策略
持續監測並視必要程度施做丁壩工保護防洪構
造物。

流域水文化發展或水岸縫合契機
♟課題評析
濁水溪高灘地廣闊，具有縫合水岸與水文化之潛力
☀願景及目標
以生態保育為主休閒遊憩為輔，公私協力共同建構
濁水溪友善遊憩環境。
✍改善與調適策略
盤點流域內推動中之地方創生計畫或具備豐富歷史
文化、水岸縫合高度潛力地區，掌握地方特色景觀
與產業發展特性高灘地空間，評估串聯流域水文化
之可行性。

地層下陷造成高潛勢洪氾溢淹之災害調適
♟課題評析
空間利用型態多元，串聯麥寮地區地方創生及
流域水文化，發展水岸縫合營造
☀願景及目標
持續辦理雲彰地區地層下陷防治工作並做滾動
式檢討，並達成以下量化目標:
(1)減抽農業用水0.04億m3

(2)減抽公共用水0.767億m3

✍改善與調適策略
持續辦理地層下陷長期監測及掌握地層嚴重下
陷區。

高淹水或災害潛勢區位(或河段)周邊聚
落防災調適

♟課題評析
24小時降雨量200mm情境，雲林縣
二崙鄉、西螺鎮及南投縣名間鄉、魚
池鄉、竹山鎮、集集鎮及水里鄉均有
淹水潛勢。
☀願景及目標
優先辦理流域治理地區，逐步推動該
流域內水資源保育、產業發展、土地
使用及其他各領域調適行動。
✍改善與調適策略
針對主要都會地區進行逕流分擔，各
類土地開發基地應配合進行出流管制，
以增加都市防洪減災能力。

四、課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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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參、濁水溪水文
化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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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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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谷鄉

集集鎮

梅山鄉

名間鄉

林內鄉莿桐鄉

二水鄉
溪州鄉

西螺鎮

二崙鄉

崙背鄉

麥寮鄉

大城鄉

竹塘鄉

南投仁愛
史蹟-霧社事件
馬赫坡古戰場

國定考古遺址
曲冰考古遺址

縣定古蹟-明新書院

南投集集
歷史建築-集集車站

歷史建築-添興蛇窯

南投竹山
縣定古蹟-竹山隆恩圳隧渠雲林林內

縣定古蹟-林內濁水發電所

彰化二水
縣定古蹟-二水驛站 歷史建築-八堡圳取水口

彰化大城
歷史建築-咸安宮

雲林西螺
縣定古蹟-拱興宮

雲林麥寮
國定古蹟-拱範宮

縣定古蹟-永濟義渡碑(名間、竹山各1)

國定古蹟-八通關古道(起點)

一、文化景點與史蹟
濁水溪沿岸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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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濁水溪在未修建護岸之前總是水患頻傳，因此在
濁水溪下游沿岸的聚落，也流傳著許多關於洪患水災的
神蹟傳說，並用不同的「厭勝物」壓制水患。

二、水文化與地方信仰-厭勝物

二水堤防國聖碑

莿桐麻園村石敢當

舊眉村泰山石敢當

西螺泰山石敢當

溪州石塔

坑厝村阿彌陀佛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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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岸歷史水文化-濁水溪宗教族群分布

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名間、竹山)
媽祖信仰文化

仁愛鄉
賽德克
族

水里鄉、
日月潭
邵族

信義鄉
布農族

阿里山
鄉
鄒族

大城鄉台西村拜溪王



18四、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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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有節慶活動
流域水岸縫合及藍綠網絡保育規劃重點-節慶活動

全國特有的水圳節慶活動，

傳揚歷經十年開鑿八堡圳的

辛勞，結合二水文化、跑水

體驗、山海線農特產品等

二水國際跑水節

為了感謝大地母親之河「濁

水溪」帶來肥沃沖積黑泥，

滋養土地，種植出豐盛的農

作物、孕育農村文化

溪州黑泥季

麥寮濁水溪出海口沙洲定沙

有成，農委會林務局已將濁

水溪麥寮段列為「國土生態

保育綠色網絡」先行示範區

濁水溪出海口賞鳥

4-6月1-3月 7-9月 10-12月

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最具

特色的「三媽愛潦溪」活動，

已有上百年歷史，每三年一

次橫渡濁水溪

南瑤宮媽祖潦濁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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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肆、大城鄉特色

融合
規劃

/

文化性
/

產業性
/

動能性
/

生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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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產業調查

人

地

產

大城鄉總約15,549人，彰化縣的第24位

鄉內人口密度為244人/平方公里，5,142戶數

大城位於濁水溪沖積扇最下游端，地勢平坦，西濱台灣海峽，
擁有漂亮的海岸線。

全鄉面積約63.740平方公里，全境皆為濁水溪沖積扇

一級產業為大城產業核心 耕地面積4,006公頃

大城鄉以生產西瓜、花生、鴨肉、黃金蜆為名，
畜牧業以飼養豬隻最多，其次為羊。

擁有全台面積最廣闊「淡、鹹水交混」的海岸濕地。

鄉內有台61線、台17線及大城交流道。

擁有全國最大的鷺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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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古蹟

公園

濕地

濁水溪百年舊堤

中央管河川河堤

大城鄉

濁水溪流域範圍圖

二、觀光景點



圖例

大城鄉

濁水溪百年舊堤

中央管河川河堤

地層下陷等值圖

淹水潛勢圖 200mm/24hr

淹水潛勢圖 350mm/24hr

淹水潛勢圖 500mm/24hr

淹水潛勢圖 650mm/24hr

濁水溪流域範圍圖

(12)高淹水或災害潛勢區位（或河段）
周邊聚落防災調適

針對主要都會地區進行逕流分擔，各類
土地開發基地應配合進行出流管制，以

增加都市防洪減災能力

(13)地層下陷造成高潛勢洪氾溢淹之災害調適
掌握地層嚴重下陷區，加強地層下陷防治

(4)下游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
持續監測並視必要程度施做丁壩工保護防洪構造物。

三、情報地圖



24四、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歷年衛星影像圖

濁斷面19於民國103年時，堤防到河道距離約為780公
尺，民國110年，距離剩不到130公尺。
濁斷面29於民國103年時，堤防到河道距離約為520公
尺，民國110年，距離剩不到150公尺。



25四、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濁水溪下游河道歷年沖淤情形

民國82~93年為滿足國家十大

建設對沙石需求，及上游堰壩

攔阻部分沙源等影響，濁水溪

下游河床高程明顯下降。

96年後河床回淤。

99~107年河口至西濱大橋河

段淤積量顯著，而西濱大橋至

中沙大橋河段則有沖刷情形，

河道內淤積土沙呈現往河口移

動趨勢。

下游複式斷面維持策略的提出，

有助河道淤積土沙往河口運移，

並維護河防安全。
25

民國 90~93年河道沖淤量

民國 96~99年河道沖淤量

民國 101~104年河道沖淤量

資料來源：四河局 110年「濁水溪河口輸砂系統監測及淤積改善對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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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四河局 110年「濁水溪河口輸砂系統監測及淤積改善對策(1/2)」

民國82~109年間，河口(E1~E4)淤砂量

累計約 38,977萬噸

比較同期間溪洲大橋輸砂量累計約

62,645萬噸，河口區(E1~E4)淤積量約

為溪洲大橋輸砂量 62%。26

四、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濁水溪下游河道歷年沖淤情形



27四、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濁水溪下游河道歷年沖淤情形



28五、淹水潛勢

350mm/24hr 500mm/24hr

單位:平方公里

在 24 小時降雨量 350mm情境時，
大城鄉、竹塘鄉與溪州鄉開始產生積
淹水 0.3~1.0m。

海岸災害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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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下陷速
率發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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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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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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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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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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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速率超過2公
分/年之面積(
平方公里)

- - - - - - - - - - - - - - - - -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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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4

113.
7

79.1

速率超過3公
分/年之面積(
平方公里)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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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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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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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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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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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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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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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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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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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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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1.4 80.0 2.1 1.5 25.8 1.4 16.9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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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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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5.7 24.6 49.8 89.6 56.3
15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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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8.5 15.2 0.7 - -

10.0～
12.5m

13.0 6.3 28.8 44.2 31.4 70.9 6.5 22.2 0.1 - - - - - - - - - - - - -

12.5～
15.0cm

12.9 11.7 17.4 29.0 27.1 38.3 - 0.4 - - - - - - - - - - - - - -

15.0～
1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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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鄉為過去彰化地區下陷最嚴重的鄉鎮，近年來雖然下陷速率已經明顯減緩，但是長期
的累積下陷量已超過210公分以上，應注意颱風季節與漲退潮時可能發生海水倒灌的情形。

六、地層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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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
出海口

濁水溪河畔堤防活化，串連濕地、
出海口等點位，以生態多樣性，
帶動大城觀光產業鏈

七、水岸縫合點位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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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伍、改善策略討論

融合
規劃

/

文化性
/

產業性
/

動能性
/

生態性



32一、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



33

1、河口抽砂 10萬
m3。
2、河口至西濱大橋
河段短期低水流路
維持策略。
3、建議降挖濁斷
08 ~ 10 低灘砂洲
約 15萬m3，用於培
厚濁斷 05 ~ 07 河
段北岸高灘地基腳
作為導流工，減少
河口淤積土砂、改
善河中砂洲形成及
北岸高灘地安全。
4、建議以攔水土堤
兼作工程便道，挖
除河中砂洲、加速
培厚北岸高灘地基
腳。

一、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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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9月
大庄堤防施工前

109年 4月
大庄堤防施工後

綠覆植生 河道整理

34

一、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複式斷面河道整理



35一、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複式斷面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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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黃線：根據歷史揚塵發生潛勢及 Q1.1洪

水範圍等參數，劃設寬 250 ~ 350m之

河道整理範圍。

藍線：根據歷史流路變遷情形及 Q2洪

水範圍劃等參數，劃設寬 800 ~

1,400m之禁種區範圍。

配合自然植生及綠覆蓋
維持複式斷面灘地穩定

110/07/15



36一、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複式斷面執行情形

預計111年完成
西濱北岸2公里

109年
高鐵下游北岸1.55公里

107年
西螺大橋南岸1.65公里

預計 112年完成
自強下游南岸2公里

預計 111年完成
大義崙上游2公里

110年
大義崙下游0.5公里

109年
64號越堤路0.8公里

110年
58號越堤路1.5公里

109年
大庄沿伸段2公里

108年
大庄堤防2公里

預計 111年完成
西濱下游南岸2公里 預計 112年完成

自強上游南岸2公里

大庄堤防延伸段 64號越堤路 西螺大橋南岸

高鐵下游北岸

大庄堤防

107~109年已執行

110年已執行
110/07/05

110/07/05 110/07/05 110/07/05 36110/07/05

本年度(111年)規劃

民國 112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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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線至黃線範圍內以噴灑草籽方式綠化。

複式斷面黃線深槽內之輸濬土砂就近運至藍線

上，堆置成為土堤並進行防風林帶植栽。藍線

土堤寬約 50m、土堤頂部高程為地表高程+ 2

~ 2.5m之間

灘
地
培
厚
綠
覆

黃
線
深
槽
疏
濬

防
風
林
帶
撫
育

藍
線
土
堤

防風林帶-木麻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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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



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1
• 培厚北岸高灘地
• 低水治理
• 複式斷面河道整理
• 規劃北岸河口步道、水文化路徑、生態旅遊景點
• 評估推動地方創生、企業認養參與公益活動

地層下陷2

• 減少抽取地下水
• 通盤規劃地層下陷區土地利用
• 加強地層下陷區產業輔導工作
• 加強地下水管制及水資源規劃
• 教育宣導之配合

淹水潛勢區位3

二、綜合討論

• 排水系統改善
• 疏導代替圍堵
• 防治抽取地下水
• 防汛志工守護、自主防災社區推動



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