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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水利建造物  

檢查複查小組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年一○二年三月（初版） 

一、 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水利建造物檢查複查

作業，特設置水利建造物檢查複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其設置依本程

序之規定。  

二、 目的 

（一） 爲確保本局水利建造物定期及不定期檢查結果符合實際情形。 

（二） 加強檢查工作各課間之配合分工。 

（三） 辦理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相關教育訓練。 

三、 組織及職責 

本小組置委員9人，設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 2人、執行秘書1名，及

複查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召 集 人：綜理複查作業，由秘書兼任。 

(二) 副召集人：襄理複查作業，由工務課長、管理課長兼任。 

(三) 執行秘書：由業務課簽報局長或授權人員核定，負責通知及協調複查

委員辦理複查作業，必要時遴派助理秘書 1 人（儲備人力），以利協

助辦理行政作業及後續接班等任務。 

(四) 複查委員：本局管理課代表，2 人。本局工務課代表，3 人。本局規

劃課代表，1 人。 

(五) 本小組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派得連任。 

(六) 本小組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由局長補派之。補派委員之任期至原委

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七) 本小組委員因其職務異動致不宜續任本小組委員者，應依前項規定補

派。 

四、 複查範圍及時機 

(一) 複查範圍 

1. 依本局所辦理之水利建造物定期檢查結果，列入注意改善及立即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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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損壞較嚴重之河海堤段或水門）進行複查。 

2. 依本局所辦理之水利建造物不定期檢查結果，列入注意改善及新增計

畫改善者進行複查。 

3. 擇河道流路直衝堤段或高灘地保護不足堤段進行複查。 

4. 複查項目依本局「濁水溪水系水利建造物安全維護手冊」第四章－檢

查項目及重點辦理（如附件 3），複查結果並紀錄於附表 2 之複查紀錄

表。 

（二）水利建造物檢查時機 

1. 定期檢查：依據濁水溪水系水利建造物安全維護手冊第三章 3.2 節規

定，水利建造物定期檢查（防汛前檢查）應於每年 12月底前辦理完成，

翌年 2月底前陳報水利署。 

2. 不定期檢查：根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 9 條之規定，水

利建造物不定期檢查係指水利建造物遭受一定值以上之地震、洪水、

豪雨或其他事故後立即辦理之特別檢查，另依據本局「緊急應變小組

作業要點」，各河段主、協辦人員應於陸上颱風警報發布或解除後依本

局緊急應變小組決議通知即展開檢查工作，3 日內呈報巡察結果；又依

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 20 條，不定期檢查結果應於

事件發生後 10 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但應辦理安全評估之水利建造物

之結構有重大災損或安全之虞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並以電話或

傳真向主管機關通報。  

（三）複查辦理時程 

1.定期檢查：定期檢查複查係針對檢查結果為注意改善及立即改善者，及

有流路安全疑慮之堤段辦理，並於每年 1月中旬開始進行，

於 2月中旬前辦理完成，依複查結果於 2月底前陳報水利署。 

2.不定期檢查：不定期檢查複查係針對不定期檢查結果列入注意改善及新

增計畫改善者進行複查，複查作業於不定期檢查完成後 5

日內辦理。另不定期檢查列入立即改善者，為避免災情擴

大並爭取時效，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並以電話或傳真向

水利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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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複查作業流程 

複查作業流程如附圖 1，執行複查作業時由執行秘書負責通知及協調複查

委員辦理複查作業，水利建造物檢查人員並會同辦理複查作業。 

六、 本小組所需業務經費，由本局各業務單位於相關經費項下簽辦支應。 

七、 相關附件： 

（一） 水利建造物檢查複查作業流程圖 

（二） 102年複查小組成員派任名單 

（三） 複查紀錄表 

（四） 「濁水溪水系水利建造物安全維護手冊」第四章－檢查項目及重點 

（五）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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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水利建造物檢查複查作業流程圖 

選擇水利建造物定期檢查結果，列
入注意改善及立即改善者，及
流路安全疑慮堤段進行複查。

邀集建造物檢查人員及本局
複查委員辦理複查作業

依原水利建造物檢查
結果函陳水利署辦理

複查結果與檢查結果

依複查結果函陳水利署辦理

發文存檔

1.複查結果新增立即改善工程項
目，業務課依規定提報應急或辦
理搶險工程，並列入追蹤辦理。

2.複查結果新增計畫改善工程項
目，業務課依規定提報列入年度
相關計畫，並列入追蹤辦理。

3.複查結果新增注意改善項目，
業務課依規定列入後續年度相關
計畫辦理。

擬訂複查小組作業程序並
簽奉成立複查小組

相符

不相符

選擇本局所辦理之水利建造物不定
期檢查結果，列入注意改善及新增
計畫改善者進行複查。

定期檢查複查，
於每年1月中旬開始辦理。

不定期檢查複查

定期檢查複查，
於每年2月中旬前辦理完成
。

不定期檢查複查於不定期
檢查完成後5日內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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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103年水利建造物檢查複查任務分配表 

兼任職務 職稱 姓名 主要任務 

召 集 人 秘    書 楊通成 綜理複查作業 

副召集人 管理課長 施陽東 襄理複查作業 

副召集人 工務課長 卓志聰 襄理複查作業 

複查委員兼

執行祕書 

（管理課） 

正工程司 胡效天 

1. 負責通知及協調複查委

員辦理複查作業 

2. 執行複查作業 

複查委員 

（管理課） 
正工程司 王銘志 執行複查作業 

複查委員 

（工務課） 
正工程司 王洪明 執行複查作業 

複查委員 

（工務課） 
副工程司 陳文海 執行複查作業 

複查委員 

（工務課） 
副工程司 張文洲 執行複查作業 

複查委員 

（規劃課） 
副工程司 徐瑞宏 執行複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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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土堤）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 □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堤頂 

□ 

□堤頂有裂縫產生或其

他異常現象，經檢視尚

無危及防洪安全者。 

□有違建，經檢視尚無

危及防洪安全者。 

□堤頂產生裂縫，經檢視評估

無立即危及防洪安全，惟需持

續注意其發展趨勢者。 

□有違建，並未影響堤防結構

安全，但對水流有影響者。 

□堤頂產生嚴重之不均勻

沉陷，出水高度明顯不足，

危及堤防或護岸安全。 

□有違建，足以影響堤防結

構安全或嚴重影響水流者。 

前坡及後坡 

□ 

□邊坡有裂縫產生或其

他異常現象，經檢視尚

無危及防洪安全者。 

□有違建，經檢視尚無

危及防洪安全者。 

□土堤邊坡有局部滑動、淘

空、裂縫，經檢視評估無立即

危及防洪安全，惟需持續注意

其發展趨勢者。 

□有違建，並未影響堤防結構

安全，但對水流有影響者。 

□邊坡滑動或土堤有滲

水，有影響防洪安全之虞。 

□有違建，足以影響堤防結

構安全或嚴重影響水流者。 

堤腳、護坦工

及丁壩 
□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

使局部保護工流失或基

腳有輕微沉陷、裂縫等

情形，經檢視尚無危及

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局部

保護工流失或基腳有異常沉

陷、裂縫等情形，但無立即危

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保

護工流失或基腳嚴重損壞，

有危及防洪安全者。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顯

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影

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流，但

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

但不影響救災車輛通

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救

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救

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

未明顯影響洪水通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礙

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堤

者之虞。 
 

重大問題敘述及因應對策建議、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改善方式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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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防洪牆）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 □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牆身 

□ 

□有輕微裂縫，經檢視

尚無防洪牆安全者。 

□有異常裂縫，但無立即危

及防洪安全者。 

□防洪牆局部損毀，或局

部異常沈陷、傾斜，造成

防洪缺口影響防洪安全。 

基腳及其保

護工 

□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

使局部保護工流失或

基腳有輕微沉陷、裂縫

等情形，經檢視尚無危

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局

部保護工流失或基腳有異

常沉陷、裂縫等情形，但

無立即危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

保護工流失或基腳嚴重

損壞，有危及防洪安全

者。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

顯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

影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

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

救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洪水通

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

礙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

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

堤者之虞。 

重大問題敘述及因應對策建議、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改善方式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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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石籠堤防護岸）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 □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石籠堤防護

岸 

□ 

□有局部損壞或網面

材料局部破損致使少

量石料流失，經檢視尚

無危及石籠堤防護岸

整體安全者。 

□有局部沉陷或邊坡滑動

情形，經檢視評估無立即危

及石籠堤防護岸整體安

全，而需持續觀測其異常現

象是否有擴大跡象者。 

□沉陷嚴重、坡面滑動或

局部破壞，致使石籠堤防

護岸喪失保護坡面之功

能，或破壞範圍可能影響

鄰河側房舍或相關構造物

之安全。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

顯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

影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

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

救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洪水通

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

礙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

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

堤者之虞。 

重大問題敘述及因應對策建議、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改善方式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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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混合式堤防）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 □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堤身 

□ 

□有局部損壞，經檢視

尚無危及石籠護岸

整體安全者。 

□有局部沉陷或邊坡滑動

情形，經檢視評估無立即危

及整體安全，而需持續觀測

其異常現象是否有擴大跡

象者。 

□沉陷嚴重、坡面滑動或

局部破壞，致使喪失保護

坡面之功能，或破壞範圍

可能影響鄰河側房舍或相

關構造物之安全。 

基腳及其保

護工 

□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

使局部保護工流失或

基腳有輕微沉陷、裂縫

等情形，經檢視尚無危

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局

部保護工流失或基腳有異

常沉陷、裂縫等情形，但無

立即危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

保護工流失或基腳嚴重損

壞，有危及防洪安全者。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

顯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

影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

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

救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洪水通

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

礙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

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

堤者之虞。 

重大問題敘述及因應對策建議、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改善方式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10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不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土堤）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地震 震度：       

□颱風 □輕度□中度□強烈以上 

□豪雨      

□發現破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堤頂 

□ 

□堤頂有裂縫產生或
其他異常現象，經檢視
尚無危及防洪安全者。 

□堤頂產生裂縫，經檢視評
估無立即危及防洪安全，惟
需持續注意其發展趨勢者。 

□堤頂產生嚴重之不均勻
沉陷，出水高度明顯不
足，危及堤防或護岸安
全。 

前坡及後坡 

□ 

□邊坡有裂縫產生或
其他異常現象，經檢視
尚無危及防洪安全者。 

□土堤邊坡有局部滑動、淘
空、裂縫，經檢視評估無立
即危及防洪安全，惟需持續
注意其發展趨勢者。 

□邊坡滑動或土堤有滲
水，有影響防洪安全之
虞。 

堤腳、護坦工
及丁壩 

□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
使局部保護工流失或
基腳有輕微沉陷、裂縫
等情形，經檢視尚無危
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局
部保護工流失或基腳有異
常沉陷、裂縫等情形，但無
立即危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
保護工流失或基腳嚴重
損壞，有危及防洪安全
者。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
顯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
影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
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
救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洪水通
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
礙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
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
堤者之虞。 

破壞機制分析： 

避免二次災害或災害擴大之對策、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表示地震後不檢查之項目。     



   

 

11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不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防洪牆）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地震 震度：       

□颱風 □輕度□中度□強烈以上 

□豪雨      

□發現破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牆身 

□ 

□有輕微裂縫，經檢視

尚無防洪牆安全者。 

□有異常裂縫，但無立即危

及防洪安全者。 

□防洪牆局部損毀，或局

部異常沈陷、傾斜，造成

防洪缺口影響防洪安全。 

#基腳及其保

護工 

□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

使局部保護工流失或

基腳有輕微沉陷、裂縫

等情形，經檢視尚無危

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局

部保護工流失或基腳有異

常沉陷、裂縫等情形，但

無立即危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

保護工流失或基腳嚴重

損壞，有危及防洪安全

者。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

顯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

影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

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

救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洪水通

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

礙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

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

堤者之虞。 

破壞機制分析： 

避免二次災害或災害擴大之對策、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表示地震後不檢查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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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不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石籠堤防護岸）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地震 震度：       

□颱風 □輕度□中度□強烈以上 

□豪雨      

□發現破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石籠堤防護

岸 

□ 

□有局部損壞或網面

材料局部破損致使少

量石料流失，經檢視尚

無危及石籠堤防護岸

整體安全者。 

□有局部沉陷或邊坡滑動

情形，經檢視評估無立即危

及石籠堤防護岸整體安

全，而需持續觀測其異常現

象是否有擴大跡象者。 

□沉陷嚴重、坡面滑動或

局部破壞，致使石籠堤防

護岸喪失保護坡面之功

能，或破壞範圍可能影響

鄰河側房舍或相關構造物

之安全。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

顯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

影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

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

救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洪水通

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

礙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

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

堤者之虞。 

破壞機制分析： 

 

 

 

 

 

 

 

避免二次災害或災害擴大之對策、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改善方式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表示地震後不檢查之項目。     



   

 

13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不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混合式堤防）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河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河川出口之海域或河川： 

河堤所屬河川： 

檢查樁號：      K+      m□左岸□右岸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地震 震度：       

□颱風 □輕度□中度□強烈以上 

□豪雨      

□發現破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堤身 

□ 

□有局部損壞，經檢視

尚無危及石籠護岸

整體安全者。 

□有局部沉陷或邊坡滑動

情形，經檢視評估無立即危

及整體安全，而需持續觀測

其異常現象是否有擴大跡

象者。 

□沉陷嚴重、坡面滑動或

局部破壞，致使喪失保護

坡面之功能，或破壞範圍

可能影響鄰河側房舍或相

關構造物之安全。 

#基腳及其保

護工 

□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

使局部保護工流失或

基腳有輕微沉陷、裂縫

等情形，經檢視尚無危

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局

部保護工流失或基腳有異

常沉陷、裂縫等情形，但無

立即危及防洪安全者。 

□基腳受水流淘刷，致使

保護工流失或基腳嚴重損

壞，有危及防洪安全者。 

#高灘地 
□ 

□高灘地堆置物未明

顯影響水流。 

□高灘地堆置物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高灘地堆置物有阻礙水

流造成溢堤的風險。 

水道狀況 
□ 

□水道中物體未明顯

影響水流。 

□水道中物體有影響水

流，但尚不至於造成溢堤。 

□水道中物體阻礙水流造

成溢堤的風險。 

水防道路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

遲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

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

救災任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洪水通

過。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阻

礙洪水但尚不至於造成溢

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洪水破堤或溢

堤者之虞。 

破壞機制分析： 

 

 

避免二次災害或災害擴大之對策、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表示地震後不檢查之項目 



   

 

14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海堤）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海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海堤所鄰海域：                         縣市別：     縣(市)     鄉 (鎮市) 

檢查樁號：     K+      m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海堤構造：□消波塊□混凝土□其他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堤頂 

□ 

□堤頂有裂縫產生或其

他異常現象，經檢視尚無

危及禦潮安全者。 

□有違建，經檢視尚無危

及禦潮安全者。 

□堤頂產生裂縫，經檢視評估

無立即危及禦潮安全，惟需持

續注意其發展趨勢者。 

 

□堤頂產生嚴重之不均勻沉

陷，出水高度明顯不足，危及

禦潮安全。 

□有違建，足以影響堤防結構

安全或危及禦潮安全者。 

前坡及後

坡 □ 

□邊坡有裂縫產生或其

他異常現象，經檢視尚無

危及防洪安全者。 

□有違建，經檢視尚無危

及禦潮安全者。 

□土堤邊坡有局部滑動、淘

空、裂縫，經檢視評估無立即

危及防洪安全，惟需持續注意

其發展趨勢者。 

 

□邊坡滑動或土堤有滲水，有

影響防洪安全之虞。 

□有違建，足以影響堤防結構

安全或危及禦潮安全者。 

堤腳及消

波塊 □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

消波塊沉陷、堤腳有沉

陷、裂縫等情形，經檢視

尚無危及禦潮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消波

塊異常沉陷、堤腳有異常沉

陷、裂縫等情形，但無立即危

及禦潮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消波

塊大量異常沉陷、流失、堤腳

嚴重損壞，有危及禦潮安全

者。 

突堤及離

岸堤 □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

消波塊沉陷、堤腳有沉

陷、裂縫等情形，經檢視

尚無危及禦潮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突

堤、離岸堤異常沉陷，但無立

即危及禦潮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突

堤、離岸堤大量異常沉陷、

流失、嚴重損壞，有危及禦

潮安全者。 

 

堤前灘地 
□ 

□堤前灘地略微退縮，經

檢視尚無危及海堤安全

者。 

□堤前灘地明顯退縮，但無立

即危及海堤安全者。 

□堤前灘地大幅退縮，有危及

海堤安全者。 

水防道路 
□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但

不影響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救

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納搶

救災車輛通行，完成搶救災任

務。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未

明顯影響禦潮安全。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產生

異常之沖刷影響，但尚不至於

造成海浪破堤或溢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不

足，有造成海浪破堤或溢堤者

之虞。 

重大問題敘述及因應對策建議、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改善方式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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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不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海堤1/2)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海堤名稱： 天氣：□晴 □陰 □雨 

海堤所鄰海域： 

縣市別：     縣(市)     鄉 (鎮市) 

檢查樁號：      K+      m 

TM2-97 座標：E：        m，N：        m 

檢查範圍：登錄點往下游延伸           公尺 

□地震 震度：       

□颱風 □輕度□中度□強烈以上 

□豪雨      

□發現破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海堤構造：□消波塊□混凝土□其他                    

堤後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堤頂 

□ 

□堤頂有裂縫產生或

其他異常現象，經檢視

尚無危及禦潮安全者。 

□.堤頂產生裂縫，經檢視

評估無立即危及禦潮安

全，惟需持續注意其發展趨

勢者。 

□堤頂產生嚴重之不均

勻沉陷，出水高度明顯不

足，危及禦潮安全。 

前坡及後

坡 □ 

□邊坡有裂縫產生或

其他異常現象，經檢視

尚無危及禦潮安全者。 

□土堤邊坡有局部滑動、淘

空、裂縫，經檢視評估無立

即危及禦潮安全，惟需持續

注意其發展趨勢者。 

□邊坡滑動或土堤有滲

水，有影響禦潮安全之

虞。 

#堤腳及消

波塊 
□ 

□受海浪沖毀破壞，

致使消波塊沉陷、堤腳

有沉陷、裂縫等情形，

經檢視尚無危及禦潮

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消

波塊異常沉陷、堤腳有異常

沉陷、裂縫等情形，但無立

即危及禦潮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

消波塊大量異常沉陷、流

失、堤腳嚴重損壞，有危

及禦潮安全者。 

#突堤及離

岸堤 
□ 

□受海浪沖毀破壞，

致使消波塊沉陷、堤腳

有沉陷、裂縫等情形，

經檢視尚無危及禦潮

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突

堤、離岸堤異常沉陷，但無

立即危及禦潮安全者。 

□受海浪沖毀破壞，致使

突堤、離岸堤大量異常

沉陷、流失、嚴重損壞，

有危及禦潮安全者。 

 

#堤前灘地 
□ 

□堤前灘地略微退

縮，經檢視尚無危及海

堤安全者。 

□堤前灘地明顯退縮，但無

立即危及海堤安全者。 

□堤前灘地大幅退縮，有

危及海堤安全者。 

水防道路 

□ 
□水防道路遭受阻

礙，但不影響救災車輛

通行。 

□水防道路遭受阻礙，延遲

救災車輛通行。 

□水防道路無法達成容

納搶救災車輛通行，完成

搶救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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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河堤不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海堤2/2)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破堤施工 
□ 

□破堤施工工地現

況，未明顯影響禦潮安

全。 

□破堤施工工地現況，有產

生異常之沖刷影響，但尚不

至於造成海浪破堤或溢堤。 

□破堤施工之防汛措施

不足，有造成海浪破堤或

溢堤者之虞。 

破壞機制分析： 

 

 

 

 

 

 

 

 

 

 

 

 

 

 

 

避免二次災害或災害擴大之對策、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  #表示地震後不檢查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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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水門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水門名稱（編號）： 天氣：□晴 □陰 □雨 

水門排入之河川或排水：                   縣市別：     縣(市)     鄉 (鎮市)     

檢查樁號：     K+      m，左岸 TM2-97 座標：E：        m，N：        m 

水門尺寸及門扉數：寬      m×高      m（直徑     m）         扇 

門扉構造：□不鏽鋼 □鑄鐵 □木板 □其他           

吊門機構造：□梯桿式 □螺桿式 □無（自動水門） □其他          

周遭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水門構造（含

外觀） □ 

□水門有銹蝕、漏水現

象或止水封磨損。 

□水門操作有異常現象或

結構體磨損，但仍能正常

啟閉。 

□水門無法正常啟閉。 

＊操作設備 
□ 

□設備老舊且必須經

常作維修。 

□運轉時有異常現象，但

仍能維持正常運轉。 

□操作設備無法正常運轉。 

＊緊急發電

機設備 □ 

□設備老舊且必須經

常作維修。 

□運轉時有異常現象，但

仍能維持正常運轉。 

□動力設備無法正常運轉。 

＊油料儲備

情形 □ 

□ □ □油槽未儲滿 

水道 
□ 

□ □ □水門上下游有足以阻礙水

門正常啟閉之物體或事件。 

重大問題敘述及因應對策建議、其他影響安全之問題： 

 

 

 

 

 

 

 

改善方式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自動水門不包括有﹡記號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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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水門不定期檢查複查紀錄表 

管理單位： 複查日期：   年   月   日 

水門名稱（編號）： 天氣：□晴 □陰 □雨 

水門排入之河川或排水：  

縣市別：     縣(市)     鄉 (鎮市)  

檢查樁號：      K+      m 

左岸 TM2-97 座標：E：        m，N：        m  

水門尺寸及門扉數：寬      m×高      m 

（直徑     m）         扇 

□地震 震度：       

□颱風 □輕度□中度□強烈以上 

□豪雨      

□發現破壞 

□發生日期：  年  月  日 

門扉構造：□不鏽鋼 □鑄鐵 □木板 □其他           

吊門機構造：□梯桿式 □螺桿式 □無（自動水門） □其他          

周遭現況：□社區部落 □工廠學校 □農田原野 □其他        

曾經修護(最近)記錄：□無 □有，修護完工時間：     年     月 

修護主要原因： 

結果 

 

檢查項目 

正常 計畫改善 注意改善 立即改善 

水門構造（含

外觀） 
□ 

□水門止水封磨損，有
漏水現象。 

□水門操作有異聲或結構
體磨損，但仍能正常啟
閉。 

□水門無法正常啟閉。 

＊操作   設

備 
□ 

□ □水門操作有異聲，但仍
能正常啟閉。 

□水門無法正常啟閉。 

＊發電機運

轉情形 
□ 

□ □ □備用電源失效。 

水道 □ 
□ □ □.水門上下游有足以阻礙水

門正常啟閉之物體或事件。 

＊油料儲備

情形 
□ 

□ □ □油槽未儲滿 

破壞機制分析： 

避免二次災害或災害擴大之對策： 

 

 

 

 

 

 

 

照片編號 
正面： 右側： 左側： 細部： 

    

複查人員： 

註：每個紀錄點填寫一張。自動水門不包括有﹡記號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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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   )年         檢查複查結果統計表 

建造物名稱 河堤 排水設施 海堤 抽水站 水門 其他 

總件數       

檢

查

結

果

件

數 

正常       

立即改善       

注意改善       

計畫改善       

複

查

結

果

件

數 

正常       

立即改善       

注意改善       

計畫改善       

備註 

複查共    件，其中河堤    件、海堤    件、 

水門    件。 

1. 河堤： 

2. 海堤： 

3. 水門： 

4. 其他： 

 

□定期檢查 

□不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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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濁水溪水系水利建造物安全維護手冊」第四章－檢查項目及重點 

 

4.1 檢查範圍及項目 

根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8 條之規

定，水利建造物檢查範圍及項目如下： 

一、 主要結構。 

二、 相關設施及操作設備之功能。 

三、 有安全監測設備者，其運用情形。 

四、 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情形。 

五、 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 

六、 安全資料完整性。 

七、 其他有關安全事項。 

其中，「七、其他有關安全事項」尚可包括有關檢(查)驗記錄。 

根據本辦法第 15 條之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及

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水、引水及洩水建造物，應辦理安全評估。 

惟因目前本河段之水利建造物，尚無公告需辦理安全評估之建造物，故

本章將僅依本河段之特性及檢查類別，分別敘述定期檢查及不定期檢查之檢

查項目與重點，並參酌相關計畫成果研訂檢查表格格式，供檢查人運用填報，

而後提出初步研判準則，供檢查人依檢查結果加以判斷，作為修復改善及追

蹤之依據。 

除本章所述之檢查項目與重點，及各不同種類、型式建造物之介面必為

檢查項目外，檢查人員尚須參考前數期檢查報告之結果，作為當次檢查時應

注意之重點。 

4.2 定期檢查項目及重點 

依檢查時機及頻率，定期檢查為防汛期前檢查，茲將定期檢查項目及重

點敘述如下： 

防汛期前檢查之目的係在防汛期來臨前，事先檢查各項防水及洩水

建造物，以及檢查防汛相關措施之情形，俾適時加以修復或改善，以維

護防汛期洪水侵襲時之防洪安全。  

防汛期前檢查項目包括堤防、護岸及其附屬構造物、水門、高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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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狀況、水防道路、防汛備料、汛期破堤施工案件及緊急應變措施等。

河堤檢查之重點為堤頂、前坡、後坡、堤腳、固床工、丁壩等（詳檢查

表），以目視檢查為主，若發現有異常現象，應以適當之量測工具或目視

估算其損壞範圍，並彙整回報作進一步評估處理。防汛措施若發現有不

足現象，應通盤考量後，加以補充備料或改善相關防汛設施。 

不同型式堤防、護岸之介面點及前期檢查之改善點，在檢查時須特

別注意。 

（一）土堤及混凝土護岸檢查重點 

1. 目視檢查堤頂或護岸頂是否有不均勻沉陷、裂縫或沉陷、變形、

鼠穴、喬灌木生長等異常現象。 

2. 檢查臨水面及背水面邊坡，是否有裂縫、淘空、滑動、滲水、

傾斜或其他異常現象，檢查方式可由堤頂以望遠鏡或攀爬坡面

作近距離目視檢查。 

3. 檢查基腳、固床工及丁壩之完整性，有無遭受洪水沖毀破壞、

淘空或流失，是否有異常沉陷、基腳裂縫或不正常滲水現象，

檢查方式亦可由望遠鏡或近距離目視檢查，其水面以下可利用

低水位時檢查或由鄰近堤防基腳之邊坡或水流狀況觀測研判。 

（二）防洪牆檢查重點 

1. 目視檢查混凝土表面是否有龜裂、沖蝕、蜂窩、劣化、破損、

傾斜或其他異常現象。 

2. 目視檢查防洪牆基腳及其保護工之完整性，有無遭受洪水沖毀

破壞、淘空或流失，是否有異常沉陷、基腳裂縫或不正常滲水

現象，水面以下可利用低水位時檢查或由鄰近邊坡或水流狀況

觀測研判。 

（三）石籠堤防護岸檢查重點 

目視檢查石籠堤防護岸之完整性，是否有異常沉陷、滑動或破

損現象。 

目視檢查護岸臨水處是否有遭受洪水沖蝕或石料流失情形。 

（四）混合式堤防檢查重點 

1. 依土堤、混凝土護岸、防洪牆、石籠護岸各結構物檢查重點辦



 

 22 

 

理。 

2. 目視檢查同斷面不同型式結構物銜接處，是否有裂縫、滲水或

其他異常現象。 

3. 目視檢查不同型式結構物銜接段，是否有裂縫、錯動、淘空、

滲水或其他異常現象。 

（五）水門檢查重點 

1. 本河段每年由委託服務廠商另案辦理各閘門操作、維護及管理

計畫，可由該計畫實施水工機械操作檢查工作。 

2. 目視檢查閘門結構及附屬配件，是否有銹蝕、破損、變形、漏

水或其他異常現象。 

3. 操作檢查吊門機設施是否有噪音、振動或其他異常現象。 

4. 檢視油料、潤滑是否足夠。 

5. 操作檢查現場及遙控操作系統是否正常。 

6. 目視檢查引水渠及放水路是否有漂流物或淤積情形，閘門處是

否有垃圾或異物阻塞。 

（六）防汛相關措施 

目視檢查高灘地是否堆置阻礙水流之砂石、垃圾或廢棄物。 

目視檢查水道中是否有明顯阻礙水流之物體。 

水防道路是否通暢，足夠容納搶救災車輛進出。 

檢視防汛備料是否足夠搶救一處破堤災害，其儲存位置與受檢

建造物之距離是否在 10 公里內，交通動線之路幅寬度是否足夠及

其地勢是否不易淹水。 

若有汛期破堤施工之申請核可案，其緊急應變措施是否足夠在

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後 1 天時間內，讓破壞處符合本河段之保護標

準。 

4.3 不定期檢查項目及重點 

依檢查時機及頻率，不定期檢查可分為一定值以上地震、一定值以上洪

水、豪雨及其他事故後等三種，茲將各種不定期檢查項目及重點敘述如后。 

一、一定值以上地震後之不定期檢查 

            在本河段遭受地震侵襲後，本河段水利建造物可能受損壞之部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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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結構體，因而一定值以上地震後不定期檢查之重點應為堤防及附屬 

        構造物。 

（一）土堤及混凝土護岸檢查重點 

1.目視檢查堤頂是否有不均勻沉陷、裂縫或其他異常現象。 

2.目視檢查堤防坡面是否有裂縫、滑動、損壞、滲水或其他異常現

象。 

（二）防洪牆檢查重點 

1.目視檢查混凝土表面是否有龜裂、破損或其他現象。 

（三）石籠堤防護岸檢查重點 

1.目視檢查石籠堤防護岸之完整性，是否有異常沉陷、滑動或破損

現象。 

（四）混合式堤防檢查重點 

1. 依土堤、混凝土護岸、防洪牆、石籠堤防護岸各結構物檢查重

點辦理。 

2. 目視檢查同斷面不同型式結構物銜接處，是否有裂縫、滲水或

其他異常現象。 

3. 目視檢查不同型式結構物銜接段，是否有裂縫、錯動、滲水或

其他異常現象。 

（五）水門檢查重點 

1. 本河段每年由委託服務廠商另案辦理各閘門操作、維護及管理

計畫，可由該計畫實施水工機械操作檢查工作。 

2. 目視檢查閘門結構及附屬配件，是否有破損、變形、漏水或其

他異常現象。 

3. 操作檢查吊門機設施是否有噪音、振動或其他異常現象。 

4. 操作檢查現場及遙控操作系統是否正常。 

二、一定值以上洪水、豪雨後之不定期檢查 

在本河段遭受洪水侵襲後，各項水利建造物可能受損壞之部份主要

在臨水面易受水流沖刷處之結構物，因而一定值以上洪水、豪雨後不定

期檢查之重點應為堤防及護岸基腳、固床工及丁壩等。 

（一）土堤、混凝土護岸及防洪牆檢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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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查堤防護岸基腳、固床工及丁壩之完整性，有無遭受洪水沖毀

破壞、淘空或流失、及其他異常現象。 

2.檢查防洪牆基腳及其保護工之完整性，有無遭受洪水沖毀破壞、

淘空或流失、及其他異常現象。 

（二）石籠堤防護岸檢查重點 

             1.目視檢查石籠堤防護岸之完整性，是否有異常沉陷、滑動或破損 

               現象。 

         2.目視檢查護岸臨水處是否有遭受洪水沖毀、破壞或石料流失情形。 

（三）混合式堤防檢查重點 

1. 目視檢查不同型式結構物銜接段，是否有淘空或其他異常現象。 

（四）水門檢查重點 

1. 本河段每年由委託服務廠商案辦理各閘門操作、維護及管理計

畫，可由該計畫實施水工機械操作檢查工作。 

2. 目視檢查閘門結構及附屬配件，是否有破損、變形、漏水或其

他異常現象。 

3. 操作檢查吊門機設施是否有噪音、振動或其他異常現象。 

4. 目視檢查引水渠及放水路是否有漂流物或淤積情形，閘門處是

否有垃圾或異物阻塞。 

三、其他事故後之不定期檢查 

其他事故後之不定期檢查重點，應以該事故造成之水利建造物損壞

部分，作深入檢查與評估，以研訂修復範圍及工法，適時修繕完畢避免

災情擴大。 

（一）於計畫河段河川區域因施工（破堤）影響，遭逢洪水侵襲致使水利

建造物損壞後，應對破堤及損壞處進行檢查。 

（二）水利建造物遭受人為破壞後(如爆破、挖掘)，應對破壞處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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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日經濟部經水字第○九二○四六一四○五○號令訂定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水利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指主管機關興辦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與公共安

全有關之防水、引水、蓄水、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興辦人（以下簡稱興辦人）指該水利建造物之所有人，

其由政府興辦者，為其指定之主辦或管理機關（構）或法人。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之主管機關如下： 

一、防水、引水及洩水建造物以中央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興辦者。 

（二）位於中央管河川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內者。 

（三）利害關係在二直轄市、縣（市）以上者。 

（四）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二、蓄水建造物除前款第一目、第二目位於中央管河川區域及第三目外，其屬

下列二目者，以中央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 

（一）二種用水標的以上或屬家用及公共給水用水。 

（二）具一定規模以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 

三、前二款以外之水利建造物，以其建造物所在之地方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 

 

第二章 權  責 

第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事項如下： 

一、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詳細項目及基準之技術規範訂定事項。 

二、水利建造物檢查之複查及安全評估報告之審核事項。 

三、水利建造物安全管理人員之教育訓練事項。 



 

 26 

 

四、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後改善及緊急處理之監督、審查及技術指導事

項。 

五、水利建造物資料建立之督導事項。 

六、其他有關水利建造物維護管理、歲修養護及檢查與安全評估等之督導事項。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辦理之。 

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前條規定檢查之查核及安全評估報告之審核及其他督導事項，

得設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組，並得依水利建造物之種類或其功能區分

若干工作小組；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七條   

興辦人辦理事項如下： 

一、水利建造物資料之建置事項。 

二、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事項。 

三、依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後之改善及緊急處理事項。 

四、水利建造物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事項。 

五、其他有關水利建造物之安全維護事項。 

 

第三章   檢查範圍及細目 

第八條   

水利建造物檢查範圍及項目如下： 

一、主要結構。 

二、相關設施及操作設備之功能。 

三、有安全監測設備者，其運用情形。 

四、維護管理及歲修養護情形。 

五、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 

六、安全資料完整性。 

七、其他有關安全事項。 

第九條   

興辦人辦理之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如下： 

一、定期檢查：蓄水及引水建造物例行性平時檢查或防水及洩水建造物之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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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檢查。 

二、不定期檢查：指水利建造物遭受一定值以上之地震、洪水、豪雨或其他事

故後立即辦理之特別檢查。 

前項第二款所稱一定值及不定期檢查之重點，應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安全維

護手冊內分別訂定之。 

第十條   

興辦人應依水利建造物內容與特性編製安全維護手冊，據以辦理，並應報主管

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前項水利建造物安全維護手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檢查之時機、項目、頻率、檢查重點及初步研判準則。 

二、有監測資料者，其初步研判準則。 

三、緊急狀況之研判及處理程序。 

四、其他有關安全維護事項。 

前項內容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需要擇要編定；其屬防水、引水或洩水建造物

者，應以河川水系、排水系統或區域等為單元分別編製。 

第十一條   

防水、引水及洩水建造物應建立之安全資料如下： 

一、氣象、水文及洪水演算資料。 

二、區域地質及重要結構物基礎地質。 

三、主要設施平面布置及相關設計圖。 

四、主要設施設計分析資料。 

五、主要設施施工與品質檢驗紀錄。 

六、操作設備之運轉資料。 

七、維護改善紀錄及相關圖說。 

八、其他有關安全資料。 

前項安全資料應以河川水系、排水系統或區域等為單元分別編製，並得依建造

物特性擇要訂定之。 

第十二條   

蓄水建造物應建立之安全資料如下： 

一、氣象、水文及洪水演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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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地質及重要結構物基礎地質。 

三、蓄水範圍及集水區概況。 

四、主要設施平面布置及相關設計圖。 

五、主要設施設計分析資料。 

六、主要設施施工與品質檢驗紀錄。 

七、安全監測系統布置與監測紀錄。 

八、水庫操作運轉系統與運轉紀錄。 

九、洩洪警報系統與警報紀錄。 

十、維護改善紀錄及相關圖說資料。 

十一、潰壩演算及潰壩緊急應變計畫。 

前項第五款設計分析資料包括水理分析、穩定分析、結構設計分析等。 

蓄水建造物無潰壩之虞、無下游河道或潰壩演算結果不影響下游河防安全，並

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免備第一項第十一款之資料。 

蓄水建造物有越域引水情形者，第一項各款有關資料應增列該引水設施及相關

紀錄。 

第十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受災區域範圍、疏散路線與地點。 

二、緊急通知程序。 

三、居民疏散與安置計畫。 

四、人力、材料及機具動員計畫。 

五、其他必要事項。 

第十四條   

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安全資料應定期更新並永久保留舊有資料；其屬應辦理

安全評估之水利建造物，應配合安全評估期限辦理更新。 

 

第四章   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 

第十五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水、引水及洩

水建造物，應辦理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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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一定規模以上之防水、引水及洩水建造物，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並

併第二條規定同時公告之。 

第十六條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範圍如下： 

一、水文及水理檢討。 

二、地質及地震檢討。 

三、主體結構及其基礎。 

四、排洪設施及其基礎。 

五、取、出水設施及其基礎。 

六、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 

七、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 

八、引水、輸水及沉砂等其他重要設施。 

九、其他重大事故影響之檢討。 

第十七條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分類如下： 

一、使用前安全複核：興辦人於建造物完工使用或蓄水前，對其工程設計、試

驗、施工與檢驗紀錄及施工期間監測紀錄所作全盤複核。 

二、初次使用評估：開始使用或蓄水達五年，或首次蓄滿水所辦理之評估。 

三、定期評估：正常使用營運期間一定周期辦理之整體評估。 

四、特別評估：經不定期檢查結果認有必要進一步評估，或有異常漏水、管湧、

移位或主體結構重大災損採取緊急措施或修復工作後所辦理之評估。 

前項第三款定期評估之一定周期為五年，但得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調整之。 

第十八條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報告應包括之內容如下：  

一、結論及建議。 

二、興辦及評估工作辦理經過。 

三、建造物設施概況。 

四、安全資料之整理及補充。 

五、現場檢查與評估。 

六、水文分析與排洪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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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質與地震檢討評估。 

八、安全監測資料分析與主體結構安全評估。 

九、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評估。 

十、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穩定評估。 

十一、建議改善工作內容。 

十二、潰壩（決）演算及災損評估。 

十三、潰壩（決）緊急應變計畫。 

十四、其他重要設施安全評估。 

前項安全評估報告內容興辦人得視其特性及評估重點擇要編定之。 

第一項第十三款潰壩（決）緊急應變計畫得單獨成冊。 

第十九條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及潰壩（決）演算相關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技術規範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及其他特性分級，分別訂定之。 

 

第五章 執  行 

第二十條   

蓄水及引水建造物興辦人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前一年辦理之定期檢查結果，彙

報主管機關備查；防水及洩水建造物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將該年定期檢查結果彙

報主管機關備查；不定期檢查結果應於事件發生後十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但

應辦理安全評估之水利建造物之結構有重大災損或安全之虞時，應立即採取緊

急措施，並以電話或傳真向主管機關通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其主管水利建造物之前項通報，應即轉報中央主

管機關。 

興辦人辦理第一項之檢查後發現有缺失時，應即辦理適當之修護或改善，並將

其辦理情形併其定期檢查結果報主管機關備查。主管機關對於興辦人所辦理之

定期檢查及不定期檢查，認為有必要時得辦理複查。 

第二十一條   

興辦人應於辦理安全評估前，擬訂安全評估計畫書報主管機關核定後，據以辦

理。 

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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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安全評估之水利建造物，興辦人應先辦理使用前安全複核，並於其複核

報告經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安全後始得使用或蓄水。 

水庫興辦人提報前項複核報告時，應一併提出水位提升計畫，包括蓄水之準備

工作、分階段執行方式及緊急應變措施等。 

興辦人因部分完工之水利建造物有先行使用之必要時，得就已完工部分先行辦

理使用前安全複核；如其屬辦理加高或大規模之改造者，應就整體工程進行複

核。 

第二十三條   

應辦理安全評估之水利建造物，興辦人應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期限辦

理初次使用評估，並於其報告經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安全後始得繼續使用。 

第二十四條   

興辦人應將其辦理之定期評估及特別評估報告報主管機關審核。 

水庫辦理特別評估後擬提升水位時，應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興辦人辦理前條之安全評估後發現有缺失時，應即辦理適當之修復或改善，並

將其辦理情形彙報主管機關審核，並至完全改善為止；其涉主體結構等重大改

變時，應先擬定改善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第二十六條   

興辦人得於辦理定期評估前，經依其前次之定期評估及定期檢查結果認安全無

虞時，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免辦次期之評估或延後其辦理時間。 

第二十七條   

興辦人應依主管機關對其檢查之複查意見與安全評估報告之審核意見及其限定

期限改善，並應將處理情形於翌年一月底前彙報主管機關核定。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水利建造物之檢查與安全評估及修復改善所需經費，由興辦人

自籌之。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