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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調適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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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

調適計畫(110~115年)

過去 導入 扣合 連結 目標
• 各部會政策
• 在地、水文化
• 「公民參與與防汛

志工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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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執行依據

韌性承洪
水漾環境

本計畫工作應達標準檢核事項(河川海岸組1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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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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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支
流

河川名稱 河川界點
河道
長度
(km)

清
水
溪

過溪 內田一號橋 4

加走寮溪 瑞龍吊橋以上0.4公里處 3.8

阿里山溪 舊社興橋 1.6

雷公坑溪 竹山鎮桶頭里安溪橋 0.25

支
流

河川名稱 河川界點
河道
長度
(km)

陳
有
蘭
溪

郡坑溪 牛相鬥上游約0.6公里處 5.3
和社溪 愛玉橋 8.6
內茅埔溪 自愛橋 0.2
十八重溪 十八重溪橋 -
筆石溪 筆石橋 0.2
蒼庫溪 庫坑橋 1

阿里不動溪 望美村望鄉橋 0.5

主
流

河川名稱 河川界點
河道
長度
(km)

濁
水
溪

濁水溪本流 雲林縣麥寮鄉許厝寮 186
清水溪 與乾坑溪匯流口 39
東埔蚋溪 延豐橋 9
南清水溝溪 茅埔一號橋 9
水里溪 明潭水庫下池堰 3.8
卓棍溪 卓棍溪橋 3.4
塔羅灣溪 廬山吊橋上游1公里 3
陳有蘭溪 與沙里仙溪匯流口 31
丹大溪 丹大溪與濁水溪匯流口 -
卡社溪 卡社溪與濁水溪匯流口 -

萬大溪 萬大溪與濁水溪匯流口 -

彰化縣

雲林縣

南投縣

三、計畫範圍

µ
0 5 10 15 202.5

Miles

圖例

濁水溪主支流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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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四、流域範圍

 全長約186.6公里，流域面積約3,156.9平方公里。
 流經行政區彰化縣：大城、竹塘、溪州、二水。

雲林縣：麥寮、崙背、二崙、西螺、莿桐、林內。
南投縣：名間、集集、水里、竹山、鹿谷、信義、仁愛。
嘉義縣：梅山、阿里山。

全台最長之河川

全台流域面積第二大之河川

資料來源：「濁水溪本流治理規劃檢討(2/2)」，第四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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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調適策略四大面向

釐清高中低風險區位 導入風險管理 棲地環境保育 水岸文化風貌

02

04

01

03

 流域水道治理沿革
 河道特性
 洪災事件
 現況通洪能力
 流域防洪風險評估
 水道沖淤變遷評估分析
 河道輸砂

 內水淹水潛勢分析
 逕流分擔
 流域土地利用分析
 氣候變遷環境下流域內

都市計畫區
 高淹水區位
 災害潛勢區如何改善調

適
 流域內土地利用預測

 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
 重要物種復育與棲地保

護
 河口及下游揚塵抑制
 潛在生態敏感區
 環境脆弱度與風險評估
 關注物種現況分布
 國土綠網串連盤點

 流域範圍水道
 水岸環境營造盤點
 與水有關產業
 水岸歷史變遷及文化盤

點



9
壹

課題 水道風險

1 上游霧社水庫至卓棍溪匯流處河道土砂淤積嚴重

2 水庫排砂

3 集集攔河堰下游河道沖刷

4 下游流路偏北及高灘地流失

5 河口淤積與海岸地形變化

6 防洪構造物安全及老舊設施更新

7 維生系統安全維護及相關治理計畫未完成部分（濁水溪、陳有蘭溪等）

8
氣候變遷情境下水文量、流量變化、風險河段、崩塌地變化、水道土砂變化下河防
安全與聚落保全，及對水資源設施、防洪構造物、跨河構造物造成之衝擊評估

課題 土地洪氾風險

9 流域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10 二水鄉香員腳等高灘地洪氾區與降低管制推動

11 高灘地土地利用與管理

12 高淹水或災害潛勢區位（或河段）周邊聚落防災調適

13 地層下陷造成高潛勢洪氾溢淹之災害調適

課題 藍綠網絡保育

14 流域藍綠帶串連規劃，以國土綠網西六區為推廣示範點

15 河口生態保育

16 下游揚塵抑制

17 水道生態基流量建議

18 南清水溝溪生態保育

課題 水岸縫合

19 二水與溪州河段高灘地活化願景（含石笱等水文化傳承）

20
濁水溪下游百年舊堤活化（樹仔腳堤防、麻園堤防、湖
子內堤防、三條圳堤防、貓兒干堤防）

21 濁水溪下游麥寮地區地方創生

22 流域水文化發展或水岸縫合契機

六、四大面向課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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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七、課題評析-水道風險

0 5 10 1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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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溪

加走寮溪

阿里山溪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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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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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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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溪

郡坑溪

卓
棍
溪

塔羅灣溪

水里溪

清

水

溪

陳

有

蘭

溪

濁
水

溪

氣候變遷情境下水文量、流量變化、風險河段、崩塌地變化、水道
土砂變化下河防安全與聚落保全，及對水資源設施、防洪構造物、

跨河構造物造成之衝擊評估
♟課題評析
(1)氣候變遷下水文增量致溢堤及對水利構造物造成衝擊。
(2)現況河道特性、防洪構造物不足及人口密集處形成風險堤段。
(3)流域內有土石流潛勢溪流與崩塌地分布。
☀願景及目標
面對氣候變遷對水資源的影響，擬定各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建立水資源管理、洪水防護、土砂管理以及海岸防護策略主軸，透
過開源、節流、調度、備援等多管齊下，建構永續發展的水環境。
✍改善與調適策略
(1)中、高風險河段評估-風險控制、轉移、承擔、迴避。
(2)智慧防災系統界接。

7

維生系統安全維護及相關治理計畫未完成部分(濁水
溪、陳有蘭溪等)

♟課題評析
相關流域維生系統尚未完成。
☀願景及目標
強化現有災害預警應變機制及落實維生系統維護管理。
✍改善與調適策略
強化維生系統相互支援能力， 建立緊急維生支援系
統。

8

µ
圖例

濁水溪主支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

崩塌地

水庫蓄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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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七、課題評析-土地洪氾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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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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12

12

圖例

濁水溪主支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

水庫蓄水範圍

崩塌地

淹水潛勢圖 650mm/24hr

0 6 12 18 243
Miles



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貳、濁水溪水文化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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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濁水溪水利與人文開發歷程

1920
濁水溪堤防

1934
明潭水力發電廠

1960
地下水開發

2001
集集共同引水

2022
濁水溪流域改善與調適規劃

1898
戊戌大水災

1719
八堡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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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水

溪

清

水

溪

陳

有

蘭

溪

濁

竹山鎮

信義鄉

阿里山鄉

水里鄉

仁愛鄉

魚池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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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溪州-雲林西螺
歷史建築-西螺大橋

雲林西螺
縣定古蹟-拱範宮

縣定古蹟-西螺振文書院

歷史建築-西螺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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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化景點與史蹟
濁水溪沿岸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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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項次 颱風豪雨名稱 日期（民國）

1 戊戌年大水災 前14年（明治31年）

2 八七水災 48年8月

3 賀伯颱風 85年8月

4 瑞伯颱風 87年10月

5 921大地震 88年9月

6 象神颱風 89年10月

7 桃芝颱風 90年7月

8 納莉颱風 90年9月

9 敏督利颱風 93年7月

10 海棠颱風 94年7月

11 泰利颱風 94年9月

12 六月豪雨 95年6月

13 卡玫基颱風 97年7月

14 辛樂克颱風 97年9月

15 莫拉克颱風 98年8月

16 六月豪雨 101年6月

17 蘇拉颱風 101年8月

18 康芮颱風 102年8月

19 六月豪雨 106年6月

三、洪災與治理沿革
1. 濁水溪歷史洪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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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時間 事件 備註

清光緒6年(1880) 重大洪災 興建鼻子頭、下水埔堤防。

清光緒24年
(1898)

戊戌水災
濁水溪主流潰決改道，洪水泛濫，河相大幅
變化。

日治時期(1912)
成立「濁水溪
治水工事事務

所」

分三個時期進行整治工作：
1.民國5年以前為第一期，以應急搶修為主。
2.民國6～15年為第二期，先以興建二水鐵
橋上、下游兩岸之新虎尾、林內、下水埔等
堤防以堵截舊濁水溪，次於西螺溪(濁水溪
出口段)兩岸繼續增設堤防及護岸，束範河
水導水入海，而形成今日之濁水溪。
3.民國16～34年為第三期，按計畫繼續興建
兩岸堤防、橫堤、導流堤及丁壩等防洪設施。

三、洪災與治理沿革
2. 整治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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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三、洪災與治理沿革

名稱 建造日期 長度 (公尺 )

樹仔腳堤防 1917-1936 3891

麻園堤防 1917-1936 1934

湖子內堤防 1917-1936 3579

三條圳堤防 1917-1936 3565

貓兒干堤防 1917-1936 3500

二水堤防 1912 2000

下水埔堤防 1917 6179

潮洋厝土堤 1917-1920 4570

水尾土堤 1917-1920 1982

田頭土堤 1917-1936 3982

下溪墘土堤 1917-1936 2529

九塊厝土堤 1917-1920 5288

名稱 建造日期 長度 (公尺 )

下山腳土堤 1917-1936 3527

下海墘土堤 1917-1920 5454

勞水坑土堤 1917-1936 170

下崁土堤 1917-1936 680

林內土堤 1912 3791

鼻子頭護岸 1912 310

新虎尾溪堤防 1917-1936 6871

西螺堤防 1918 4944

新庄子堤防 1917-1936 2304

大庄堤防 1917-1936 2603

舊庄堤防 1917-1936 1064

3. 23座舊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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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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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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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貳

地區 名稱 日期 備註

彰化縣二水鄉

拜圳頭 農曆七月十五日 在林先生廟祭祀

拜護岸或普石岸 農曆七月十五日前後 靠河堤地區

拜坑頭 農曆六月初三(拔仔坑)或七月初一 八卦山麓

拜國聖碑 農曆六月三日 二水村二水堤防邊

彰化縣溪州鄉

大庄 普圳頭 農曆六月三日

大庄 拜大岸 農曆七月十四日 堤防邊

柑園村 普圳頭 農曆七月初一

成功村 普溪岸 農曆七月左右

西畔村 石塔
過年端午
中元中秋

濁水溪北岸最大型之鎮水厭勝物

彰化縣北斗鎮

中圳 水醮 農曆八月十二日 做戲酬神，道長誦經普渡

七星里 拜溪王 農曆八月十二日 做水醮

中寮里 拜溪墘 農曆八月十四日 -

新生、中和里 拜溪墘 農曆八月十二日 至「廣福宮」對溪拜「好兄弟」

彰化縣田尾鄉

睦宜村 普溪墘 農曆八月十二日 拜土地公

沿溪村落 拜溪王
農曆七月初一、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六日、七月二十九日

約起於日治時期，戰後逐漸消失

饒平村 拜溪墘 農曆七月二十九日 -

彰化縣田中鎮 三民里 拜溪王 - -

彰化縣二林鎮

萬合 拜溪王 農曆七月二十三日 -

華崙里 拜溪神 - -

尖厝仔
(梅芳里)

拜溪王 農曆十月、十一月 在順天宮前

振興里 拜溪王
農曆八月十五日
農曆十一月

八月廟仔公、聖媽一起祭祀，十一月在
溪邊拜溪王並與保安宮聯合做平安

彰化縣福興鄉 麥厝村 拜溪王 農曆七月十六日 -

雲林縣二崙鄉 三和村 拜溪王
昔：農曆過年、中元節

今：重陽節

二崙百年溪王祭，祈水神保佑鄉民，祈
求新虎尾溪不泛濫，傳遞「敬天惜福」。
近年擴大辦理，結合客家文化節活動，

傳承客家詔安文化。

四、水文化與地方信仰-拜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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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鄉

水里鄉

仁愛鄉

魚池鄉

鹿谷鄉

集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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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鎮

二崙鄉

崙背鄉

麥寮鄉

大城鄉

竹塘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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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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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岸歷史水文化 (濁水溪特產)

西部海岸平原最大的沖積扇(濁水溪沖積扇)

二水鄉

二水特產：
螺溪石硯

竹山特產：竹編工藝 鹿谷特產：烏龍茶

特產：濁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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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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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參、濁水溪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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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圖例

a 水庫堰壩位置

河堤位置

濁水溪主支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地層下陷累積下陷量等值圖

500mm/24hr淹水潛勢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水庫蓄水範圍

µ
0 5 10 15 202.5

Miles

一、歷史災害-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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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圖例

a 水庫堰壩位置

河堤位置

濁水溪主支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地層下陷累積下陷量等值圖

500mm/24hr淹水潛勢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水庫蓄水範圍

µ
0 5 10 15 202.5

Miles

一、歷史災害-土石流

辛樂克颱風沖毀前後影像及照片

萬豐部落辛樂克颱風前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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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歷史災害-地層下陷區

彰化地區累積下陷量等值圖(民國81至民國107年)

雲林地區累積下陷量等值圖(民國74至民國107年)

雲林地區累積下陷量等值圖(民國81至民國107年)

濁水溪下游沖積扇地下水超抽情況嚴
重，於彰化縣與雲林縣造成地層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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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歷史災害-沖刷、淤積、易受損河段

陳有蘭溪、清水溪等幾處堤
防及護岸由民國 90 年以來
有多次受損紀錄，且多屬沖
淤變化明顯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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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氣候變遷災害-崩塌地

5年重現期 10年重現期 20年重現期

200年重現期100年重現期50年重現期

濁水溪流域氣候變遷基期情境下崩塌機率分級結果

由氣候變遷基期與 A1B 各重現期降雨情境模擬結果可知，濁水
溪流域各子集水區崩塌機率隨 A1B 情境重現期雨量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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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氣候變遷災害-崩塌地

濁水溪流域氣候變遷A1B情境下崩塌機率分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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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氣候變遷災害-淹水潛勢

濁水溪流域6小時下降350毫米降雨狀況淹水潛勢圖 濁水溪流域12小時下降400毫米降雨狀況淹水潛勢圖 濁水溪流域24小時下降650毫米降雨狀況淹水潛勢圖

濁水溪流域淹水潛勢區域，多數位於地勢低窪地區、靠近河
岸附近、渠道匯流處與沿海地勢低窪處為流域中淹水潛勢較
高地區，然淹水面積與濁水溪流域集水區面積比及淹水深度
均不大，內水積澇可能造成之災害潛勢，近年災害亦顯示外
水溢淹非主要災害。

麥寮
崙背 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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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氣候變遷災害-降雨量

濁水溪流域基期情境48小時累積雨量空間分布圖

採用克利金(kriging)方法進行雨量分布空間內插，可得到濁水溪
流域的氣候變遷A1B情境下的各重現期48小時累積雨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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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二、氣候變遷災害-降雨量

濁水溪流域A1B情境48小時累積雨量空間分布圖



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肆、信義鄉特色

融合
規劃

/

文化性
/

產業性
/

動能性
/

生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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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一、人口、產業調查(信義鄉)

人

地

產

信義鄉總約15,712人，南投縣的第11位

鄉內人口平均年齡40~44歲，多為原住民，以布農族為大宗

土地面積1422.42平方公里

境內高山峻嶺，溪流蜿蜒，是玉山國家公園入口處

為全臺灣面積第二大的鄉鎮

一級產業為信義產業核心 耕地面積4278.5公頃

農業以梅為最大宗，產量總計高達7,142公噸，占全國產量40%

信義鄉是一個典型的原住民鄉。
為新中橫公路上的重要據點。
環境鮮少破壞，有濁水第一大灣「土虱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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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二、觀光景點

µ

0 4 8 1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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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自然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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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三、特產

梅

芭樂

番茄葡萄

玉山茶 苦茶油

馬拉桑小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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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四、歷年重大洪災、土砂等災害

年度 災害名稱 災害類型 縣市 鄉鎮 村里

95 0609豪雨 沖蝕 南投縣 信義鄉 人和村

97 其他 沖蝕 南投縣 信義鄉 雙龍村

97 卡玫基颱風 土石流 南投縣 信義鄉 潭南村

97 辛樂克颱風 崩塌 南投縣 信義鄉 明德村

97 辛樂克颱風 土石流、沖蝕 南投縣 信義鄉 豐丘村

98 莫拉克颱風 洪水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流、洪水 南投縣 信義鄉 同富村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流 南投縣 信義鄉 望美村

98 莫拉克颱風 沖蝕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流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流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98 莫拉克颱風 沖蝕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98 莫拉克颱風 土石流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101 0504 豪雨 土石流 南投縣 信義鄉 豐丘村

101 0610 豪雨 土石流、洪水 南投縣 信義鄉 神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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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斷面3河幅窄縮流速增加，斷
面2水流直接衝擊中庄堤防

五、陳有蘭溪-危險河段

斷面 14~19 左岸具多處土石流溪流，極易
於颱風豪雨期間沖出大量土砂，使郡坑堤防
與上安堤防河段之河床淤積而有溢淹之風險。

斷面 25 河幅放寬流速增加，斷面 24~26 為
轉彎段，高流速對凹岸進行沖刷造成崩塌形
成淤積，造成目前明德堤防保護標準不足。

斷面 35~39 整區段皆處於高流速，且此區
段恰逢轉彎段，於凹岸處基腳掏刷多處崩塌，
亦有大量土砂產生淤積河床底，颱風大雨其
間有溢淹之風險。

斷面 49 河幅窄小流速高，造成斷面 47 下
~48 基腳沖刷，土方崩塌。斷面 47 下~47 
上，流速下降，造成河床淤積，有溢淹之虞。

和社橋下游斷面水位壅高，有溢堤風險。

此段流速極快，高流速對兩
岸之土坡基腳沖刷。

此段由於河幅皆狹小，流速極快，
高流速對兩岸之土坡基腳沖刷，
除流速高亦造成崩塌外，此區段
亦曾發生大量之崩塌，現有之土
坡更易受沖刷而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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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五、陳有蘭溪-保全對象

陳有蘭溪沿岸較為
重要且有立即危險
之具聚落之河段有
三，分別為水里鄉
新山村河段(斷面2)、
信義鄉望美村河段
(斷面47上)及信義鄉
同富村河段(斷面
53-2、53-3、54下、
54上、61下)，此類
狀況多為河床淤積，
河道中上游斷面窄
縮，而既設防洪構
造物或道路保護高
度不足所致。

斷面2

斷面47

斷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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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六、和社溪-概況

和社溪集水區幾乎為山地地形,沿
主流兩岸則河谷則為丘陵地形,而
河川腹地則為台地分布居多。

由歷年主槽流路擺盪情
形可知道,在河幅較寬廣
的河段,主流擺盪情況明
顯,從現地調查來看,其邊
坡亦常見崩坍或結構物
損毀的情形。故可發現
既設防洪構造物佈設位
置,也多是分布在河槽逐
年變動且有保護對象的
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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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六、和社溪-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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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和社溪

濁水溪主支流

濁水溪流域土石流潛勢溪流

崩塌地

土石流災情

崩塌地造成路面堵塞



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伍、改善策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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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濁水溪流域1

• 維持流域上中下游土砂動態平衡
• 局部低窪地區之道路加高、聚落
圍堤、堤防主體加固培厚、河道
疏濬及整理。

• 智慧防災系統—堤防監測與遙測
影像技術之導入。

• 中、高風險河段評估-風險控制、
轉移、承擔、迴避。

陳有蘭溪流域2
• 持續進行河道疏濬
• 加強結構物保護強度
• 危險區域避災演練
• 增強水土保持
• 土石流防治措施

和社溪流域3
• 同富地區主要為位於與陳有蘭
溪匯流口,保護強度不足

• 隆華地區為河道嚴重淤積,河
道通洪斷面不足

• 神木地區為土石流高危險區

• 針對不同災害類型施
予加強結構物保護強
度、河道疏濬、土石
流防治等措施。



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