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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黃一盛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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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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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濁水溪主支流

中央管河川河堤

土石流潛勢溪流

地層下陷累積下陷量等值圖

淹水潛勢圖 650mm/24hr

(6)防洪構造物安全及老舊設施更新

(9)流域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完善濁水溪流域逕流分擔及出

流管制計畫

(10)二水鄉香員腳等高灘地洪氾
區與降低管制推動

在不影響河防安全之前堤下，調
降低洪災風險區域之管制強度

(11)高灘地土地利用與管理
滾動檢討河川使用分區合理性，建
議維持或降低現況許可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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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外水淹水、內水淹水及海岸暴潮溢淹之可能性

(19)二水與溪州河段高灘地活化
願景（含石笱等水文化傳承）

導入石笱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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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化步道、減少治安死角

目標

土地洪氾風險

短期 中、長期
 資料蒐

集盤點
 提高土地整體耐淹

能力
 導入智慧管理整合

系統，掌握現地淹
水效益

 有效管理地下水超
抽行為

目標

水道風險

短期 中、長期
 盤點老舊防洪

構造物及安全
問題

 滾動檢討計畫
洪水位對現有
防洪構造物之
防洪能力

目標

水岸縫合

短期 中、長期
 周遭水文化盤

點
 活化意象圖

 環境維護管理
 帶動觀光產業

二水：
1、解決農民取水問題
2、引水公園營造工程
3、石笱文化傳承

舊堤活化：
1、導入地方特色
2、保留舊堤工法
3、民眾休憩空間
4、導入企業合作

三、改善與調適策略-大尺度(平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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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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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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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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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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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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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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螺大橋-媽祖撩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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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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州鄉

西螺鎮

二崙鄉

崙背鄉

麥寮鄉

大城鄉

竹塘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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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螺特產：醬油、豆皮、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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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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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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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螺鎮總約44,626人，雲林縣的第4位

鄉內人口密度為896人/平方公里，15,150戶數

西螺位於濁水溪下游，屬於濁水溪沖積平原，土壤肥沃遼闊，
還有豐富水源可供灌溉。

全鄉面積約49.799平方公里，全境皆為濁水溪沖積扇

一級產業為西螺產業核心 耕地面積3,653公頃

西螺鎮以生產醬油為名，號稱臺灣的醬油王國

西螺鎮是一個典型的農業鄉。

鎮內有7家客運、台1縣及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

全國有1/3的蔬菜由西螺鎮產出。



22二、古蹟
古蹟多近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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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宮

延平老街

西螺大橋泰山石敢當

西螺東市場

福天宮

振興宮

三、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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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濁水溪主支流

中央管河川河堤

地層下陷等值圖

西螺鎮

淹水潛勢圖定量 650mm/24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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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螺鎮未有嚴重地層下陷問題)

四、土地洪氾風險-情報地圖

2017

2018

菜園淹水，農民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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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執行成效，雲林
地區地層下陷量由 100 年 397.6 平方公里降減至 108 年 199.8 平方公
里，雲林中部虎尾、土庫、元長及大埤等地區雖有趨緩但仍較顯著，
尚需持續關注。

縣市 期間(年) 最大累積下陷量(公分) 最大下陷速率平均(公分/年) 

彰化
90〜99 82.9 8.29 

100〜108 35.4 3.93 

雲林
90〜99 84.1 8.41 

100〜108 57.9 6.43

四、土地洪氾風險-地層下陷

民國90~99年 民國90~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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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淹水潛勢圖 200mm/24hr

淹水潛勢圖 350mm/24hr

淹水潛勢圖 500mm/24hr

在降雨量 200mm/24hr 情境時，西螺鎮淹水面積有 0.54 平方公里
降雨量 350mm 情境時，淹水面積有 2.30 平方公里
降雨量 500mm 情境時，淹水面積有 4.26 平方公里

四、土地洪氾風險-淹水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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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民國 108 
年底，就中央管河川流域逕流分擔推動範圍
進行評估盤點。水規所針對濁水溪流域曾初
步評估可能當推動逕流分擔評估區域為西螺
都市計畫。

四、土地洪氾風險-淹水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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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水利規劃試驗所評估盤點時所採用定量
降雨 24 小時 200mm、350mm 以及
500mm 的降雨情境下，現況淹水潛勢區位
進行檢視，其中新庄子大排及西螺大排淹水
潛勢多集中於中上游，舊頂埤頭大排、社口
中排二、甘厝大排及永定厝中排淹水潛勢則
集中於各排水出口處與局部渠段。

四、土地洪氾風險-淹水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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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排水及永定厝排水上游皆銜接西螺都市
計畫區各下水道管線，經模式演算，其下水
道管線因地表逕流超出水道排洪能力，局部
渠段因通水斷面不足產生溢淹冒孔情形，且
在 G 幹線部分經現地調查無依照原規劃銜
接永定厝中排，造成下水道滿孔易淹至鄰近
地區。

四、土地洪氾風險-淹水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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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洪氾風險-連結國土計畫

淹水潛勢圖(24小時500mm)

淹水潛勢圖(連續三天豪大雨)

濁水溪淹
水潛勢及
逕流分擔
實施範圍
主要涉及
農1、農2
及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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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淹水潛勢其為有可能發生淹水之地區，僅為有可能性影響之存在。按照現行土地使用區域
計畫制度下，並不會直接對土地進行管制。目前的作法為其區域計畫制度下屬第二級環境敏感
地區，如有開發行為需爭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新辦事業計畫中要有因應措施及管制。

在國土計畫的階段下，因其不會變更功能分區，會在應經申請使用及使用許可之下設計相關制
度。國土計畫及鄉規可協助關於逕流分擔，若有明確的公告實施範圍，同時有相關管制制度，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為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如有明確的範圍及需管制的事項，土地使用單
位即可承接下來，如盤點某區位需設置滯洪池，不可有開發行為，營建署可配合調整功能分區。
如非公共設施在其他土地，逕流分擔計畫需有管制措施，則可訂定土地管理。

水利相關設施尤其是防洪，在各個功能分區，只要在河川區域內，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範
圍內，基本上皆為免經國土主管機關同意。疏濬亦不會有相關影響。

現行及未來土地使用制度皆採容許制及
許可制，主要不同的是開發許可制允許
變更使用分區，使用許可制不可變更分
區分類。

土地使用申請與現行區域計畫差異-

四、土地洪氾風險-連結國土計畫



32五、水岸縫合點位串聯
近河畔高灘地有公
園、步道、壘球場
等等休閒場地

蝴蝶公園

高灘地棒壘球場

紫戀花道

百年舊堤營造

高灘地活化

圖例

b 步道

b 景點

濁水溪百年舊堤

中央管河川河堤

西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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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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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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都市計畫區改善措施布設示意圖一、內水積淹-逕流分擔

透過 SOBEK 模擬各項工程措施之改善成效，
且將模擬結果與土地使用分區套疊，求得重
要保全區及農業區分擔工程措施執行後之積
淹水情形，進而區分重要保全區及整體，估
算改善成效，其中整體改善成效納入農田與
水共存之成效，以供水利主管機關決定政策
方向使用。



舊堤環境營造1
• 清除雜草
• 堤面美化融入地方意象
• 新植喬木
• 規劃步道

高灘地活化2

• 營造生態步道
• 開放農民低度使用
• 營造環教場育
• 地域性建立主題植栽廊道
• 打造在地亮點與文化特色(google地標)

淹水潛勢區位3

二、綜合討論

• 內水排道
• 疏導代替圍堵
• 排水系統改善
• 防治抽取地下水



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