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北港溪水系虎尾溪支流海豐崙溪

治理計畫

經濟部水利署

民國 109 年11 月



 
 







 i

   
海豐崙溪流域位置圖



 ii

目錄 
海豐崙溪流域位置圖 ............................................................................................ i 

目錄 ....................................................................................................................... ii 

表目錄 .................................................................................................................. iv 

圖目錄 .................................................................................................................. iv 

第壹章、前言 .................................................................................................... 1-1 

一、 緣由 ......................................................................................................................... 1-1 

二、 計畫範圍 ................................................................................................................. 1-1 

第貳章、流域概況 ............................................................................................ 2-1 

一、 水土利用現況及流域經理 ..................................................................................... 2-1 

二、 水文及河川特性 ..................................................................................................... 2-3 

三、 水患潛勢及致災原因 ............................................................................................. 2-4 

第參章、治理基本方針 .................................................................................... 3-1 

一、 治理課題 ................................................................................................................. 3-1 

二、 流域治理基本方針 ................................................................................................. 3-3 

三、 河川治理基本方針 ................................................................................................. 3-4 

第肆章、水道治理計畫及保護標準 ................................................................ 4-1 

一、 水道治理計畫 ......................................................................................................... 4-1 

二、 計畫洪峰流量 ......................................................................................................... 4-4 

三、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 4-6 

第伍章、河川治理措施 .................................................................................... 5-1 

一、 河川綜合治理措施 ................................................................................................. 5-1 

二、 主要河段治理工程措施功能、種類及位置 ......................................................... 5-1 

三、 主要河段治理非工程措施 ..................................................................................... 5-4 

四、 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 5-5 

第陸章、配合措施 ............................................................................................ 6-1 

一、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 ................................................................................. 6-1 

二、 都市計畫配合 ......................................................................................................... 6-2 



 iii

三、 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 ......................................................................................... 6-2 

四、 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 6-3 

五、 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理措施 ................................................................. 6-4 

六、 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 6-4 

七、 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合措施 ................................................................................. 6-7 

八、 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 ............................................................................................. 6-7 

九、 河川維護管理注意事項 ......................................................................................... 6-7 

十、 其他配合事項 ......................................................................................................... 6-8 

附錄 「北港溪水系虎尾溪支流海豐崙溪治理計畫」地方說明會會議紀錄.....附-1 

 

附件一 海豐崙溪水道治理計畫及重要河防建造物布置圖(含用地範圍線) 

附件二 海豐崙溪水道治理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附件三 海豐崙溪水道治理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附件四 海豐崙溪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圖 

 

另冊 1  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河川圖籍 

另冊 2  歷次審查會議紀錄（含意見處理情形） 

另冊 3  海豐崙溪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土地異動清冊 

 

 

 

 

 

 

 

 

 

 

 

 

 

 



 iv

表目錄 
表 1 控制點各重現期 24 小時暴雨量採用值成果表 ..................................... 4-1 

表 2 海豐崙溪各流量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流量表 ................................... 4-4 

表 3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 4-6 

表 4 待建防洪建造物統計表 ........................................................................... 5-3 

表 5 既有防洪建造物一覽表 ........................................................................... 5-4 

表 6 本治理計畫河道現有橋梁檢討表 ........................................................... 6-3 

 

圖目錄 

圖 1 海豐崙溪各控制點計畫洪峰流量分配圖 ............................................... 4-5 

圖 2 治理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 4-7 

圖 3 治理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 4-8 

圖 4 治理計畫水道橫斷面圖(續) .................................................................... 4-9 

圖 5 緊急避難路線及場所示意圖 ................................................................... 6-6 



 1-1

1 第壹章、前言 
 

海豐崙溪（含上游尖山坑溪）為北港溪水系上游虎尾溪十條支流之一，

行政區域包括雲林縣斗六市及古坑鄉。發源於古坑鄉之樟湖山山麓，於海

豐崙附近匯入虎尾溪，主流長約 17.1 公里，集水區面積約 14.26 平方公里，

北鄰虎尾溪，西為雲林溪，東與石榴班溪流域為界；計畫區經濟活動以農

業為主。 

 

一、 緣由 

海豐崙溪位於雲林縣境內，為北港溪水系上游虎尾溪之支流，原屬主

要河川支流，因未在治理區段內視同普通河川，民國 89 年改隸為中央管河

川。 

由於近年全球氣候變異顯著且經濟發展對於土地開發及資源利用之需

求日益增加，基於防洪保護、河川環境之利用發展與生態保育之平衡，使

河川環境永續利用發展，爰此，於 104 年辦理「北港溪水系虎尾溪支流海

豐崙溪治理規劃檢討」，以達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兼顧生態保育與河

川環境利用之目標。該報告於 106 年完成，並經本署（經濟部水利署 106

年 12 月 20 日經水河字第 10616131090 號函）同意備查，續辦理本治理計

畫與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圖等相關工作，做為治理實施之依據。 
 

二、 計畫範圍 

治理計畫起點為古坑鄉觀音山橋(斷面 37-1)，治理計畫終點為虎尾溪

匯流處(斷面 1-1)，全長約 7.8 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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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貳章、流域概況 

一、 水土利用現況及流域經理 

(一) 流域土地利用 

本集水區中上游林木茂盛，現況植物植生覆蓋良好，主要土地利

用型態以農業使用土地為主，面積總計 741.4 公頃，佔全流域之

51.96%，其次為森林使用土地，面積總計 435 公頃，佔全流域之 30.5%，

建築用地則佔 5%。農業用地主要分布於中下游平原地區，上游丘陵山

坡地區則以果樹林地為主，另建築用地主要分布於下游段聚落地區。 

(二) 集水區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 

本集水區山坡地面積所佔比例甚大，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情況將

直接影響下游河道之穩定與河防安全，集水區水土保持亦顯格外重

要。依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之崩塌地調查資料，崩塌地主要位於古坑

鄉山區，於本溪集水區上游尖山坑溪有五處崩塌地，尚不影響本次計

畫範圍內之下游段；另本集水區內無土石流潛勢溪流。 

(三) 水資源利用 

本集水區年平均降雨量約 1,775mm，雲林農田水利會於本計畫河

段下游設有斗六埤取水，因水量不足，同時亦有多處鑿井以補充水源，

另引用斗六大圳幹渠，由斗六及林子頭支線灌溉，方能滿足農業用水

之需求，而上游段因無灌溉溝渠，則有部分之農田或果園直接抽取河

水利用。 

(四) 其他相關開發計畫 

1. 雲林縣綜合發展計畫(民國 89 年) 

(1) 斗六市發展綱要計畫 

    斗六市是雲林縣的行政中心，也是雲林縣最都市化的地區。

主要發展構想與計畫主要發展重心為：一、結合周圍環形城市，

進行分工，定位維持雲林行政中心發展以文化為導向的都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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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部休閒觀光門戶。二、改善斗六市整體環境並對重要交通動

線進行綠美化及舒適人行道相關工程。三、利用台糖閒置空間整

治再利用的方式，妥善規劃閒置空間，串連斗六市內眾多小型文

化館與社區活動中心，提供市民更多的公共使用空間。四、妥善

規劃連接斗六火車站與林內鄉、古坑鄉的自行車道，加強發展綠

色觀光交通設施。 

(2) 古坑鄉發展綱要計畫 

古坑鄉是雲林近年觀光產業蓬勃發展的主要地區，憑著古坑

咖啡吸引大量觀光客，但也面臨土石流威脅、柳丁產值過低、觀

光發展遭遇瓶頸…等課題。主要發展構想與計畫主要發展重心

為：一、全面清查古坑觀光發展與土石流災害情況，並妥善規劃

古坑觀光發展區與坡地保育區位置，維護觀光發展區的坡地安

全。二、古坑咖啡現階段面臨觀光型態轉型，改以莊園咖啡體驗

觀光為主，發展以體驗農業為主的精緻觀光模式，藉以提升觀光

吸引力。三、配合全縣水資源整合系統，進行上游集水區整治工

程，針對位於古坑的上游集水區進行周邊水土復育工程，防止土

石流發生。四、完善現階段已建構的自行車觀光路網，整合斗六

市及林內鄉觀光資源，打造綠色交通路網。 

2. 相關河川及排水治理計畫 

(1) 北港溪水系治理基本計畫 

前台灣省水利局於民國 84 年 5 月完成治理基本計畫，範圍包

含主流北港溪及支流虎尾溪、三疊溪及石龜溪。治理計畫針對洪

災成因，除對已有防洪設施河段加強維護和改善外，未治理部分

則視實際需要依水道治理計畫線布置堤防或護岸。 

(2) 北港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 

本署第五河川局於民國 97 年 8 月完成河川情勢調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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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範圍包含北港溪主流、虎尾溪、三疊溪及上游 12 條支流（包

含大埔溪等），計畫針對北港溪兩年之生態調查資料成果，建

立以北港溪河系為單元之 GIS 生態資料庫系統，提供工程人

員查詢各調查樣站生態物種，做為工程施工時生態影響之參

考。 

(3) 雲林縣管區排新興大排系統規劃報告 

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於民國 101 年「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

計畫」第二階段實施計畫-雲林縣管區排新興大排系統規劃報告。

本溪下游鄰近斗六市都會區之排水系統以新興大排為主，屬雲林

縣管區排，未有直接匯入海豐崙溪。新興大排大部分屬於高地排

水，排水改善採重力排水為原則，該計畫所擬定之治水改善工程

以既有排水路拓寬整治為主，並搭配局部截流改道工程及抽水池

輔助改善。 

 

二、 水文及河川特性 

(一) 水文特性 

平均年降雨量以 8 月份 407mm 最大，11 月份 21.6mm 最小，全年

平均降雨量約為 1,775mm。本地區之雨量主要受季風、地形及颱風影

響，多集中於 6、7、8 月份，以熱雷雨與颱風雨所帶來之雨量為主，

歷年最小降雨量出現於每年 11 月至翌年 1 月之冬季間，顯示降雨仍以

夏季颱風季節為主。 

(二) 河川特性 

海豐崙溪（含上游尖山坑溪）為北港溪水系上游虎尾溪十條支流

之一，主流長度約 17.1 公里，河床平均坡降約為 1/60，坡陡流急屬山

地型之河川，集水區面積約 14.26 平方公里。於本次治理計畫河段內，

河道上游段(觀音山橋至東和橋)平均坡度為 1/75，下游段(東和橋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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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溪匯流口處)為 1/190，全段河道之平均坡降約為 1/110。 

1. 下游段：虎尾溪匯流口至東和橋(斷面 1-1 至斷面 26) 

本河段位於平地區域，河道於此區坡度漸平流速漸緩河槽漸

窄，平均流速約在 2m/s 左右，且河道兩側開始出現河階地，河床

質為礫石為主，於斷面 16 斗山橋下游河道較彎曲，上游則順直。

河道大致上穩定，歷年河道變動範圍內，於部分河段現有房舍建築

或鄰房舍建築。25 年重現期流量下淹水範圍內，現況主要以林地、

果園或荒地為主，少數河段有房舍或農業設施，另部分河段淹水範

圍較接近房舍。 

2. 上游段：東和橋至觀音山橋(斷面 26 至斷面 37-1) 

本河段位於坡地區域，河道多為單深槽型態且河道順直，其坡

度約在 1/75 左右，平均流速較快，約在 3~4m/s 左右，河床質以卵

石及粗礫石為主，河道流路尚穩定。25 年重現期流量下洪水大部分

範束於河槽內。 

三、 水患潛勢及致災原因 

本治理計畫河段 25 年重現期距之現況淹水潛勢範圍主要位於下列

幾處： 

1. 斷面 26 東和橋下游至斷面 22 重光橋下游河段因未設置防洪構造物，

兩岸地勢較為平坦，易受洪水影響漫淹，淹水範圍以右岸為主，左岸

於斷面 24 仁緣橋下游有部分淹水，惟漫淹範圍內土地現況多為雜林、

果園或荒地。 

2. 斷面 17-1 至 17 右岸，現況高崁高度不足，易受洪水影響溢淹，溢淹範

圍內現況多為林地、果園或荒地。 

3. 斷面 14 下游至斷面 6 省道台 3 線海豐崙橋上游河段，淹水範圍分布於

左、右岸或兩岸，於斷面 13~斷面 12 左岸部分地區因地勢低窪可能造

成房舍淹水；斷面 12~斷面 9-1 之彎曲河段，淹水位置位於河道凸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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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淹水原因為河槽蜿蜒 180 度影響水流宣洩，對通洪造成影響；斷

面 9 以下淹水範圍多為林地或荒地，但接近房舍。 

4. 斷面 6 省道台 3 線海豐崙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流處，淹水範圍主要分

布在斷面 3 以下匯流口處低地，淹水原因為匯流口處地勢較低窪，受

虎尾溪外水影響易造成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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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參章、治理基本方針 

一、 治理課題 
(一) 河川水道暢通洪流課題 

本溪規劃河段於觀音山橋至東和橋河段屬坡地地形，河道坡陡流

急，河槽寬深，洪水較不易溢淹；出東和橋後進入平地，河道坡度漸

緩，流速漸慢，河槽也變窄，並於兩岸形成河階地，洪水溢淹漸增，

各河段洪流暢通分析如下： 

1、於右岸斷面 4 下游起、左岸斷面 2-1 下游起至與虎尾溪匯流處地

勢低窪，為本溪計畫洪水到達範圍，遇虎尾溪外水高漲時易造成

淹水。另於高水（滿槽）情況下匯入虎尾溪之流況係逆向流入，

亦影響匯流處排洪通暢。斷面 13 左岸、斷面 7-1 左岸、斷面 6-1 

右岸因地勢較低窪，易受洪水影響造成溢淹。 

2、斗山橋下游河段現況河槽窄縮易形成通洪瓶頸，另斷面 13 至斷面

8-2 河槽流向夾角呈 180 度之大轉彎，對通洪造成影響。 

3、其餘河段水道排洪能力大致滿足所需，少部分低窪處雖洪水漫

淹，但因皆為果園或林地，洪災損失不大，尚不致造成重大影

響。 

(二) 水道沖淤變化及泥砂處理課題 

本溪上游河段(觀音山橋至東和橋)坡陡流急，河道屬沖刷狀

態，由於河床護甲層保持尚可，故歷年來尚無嚴重之下刷情形發

生，僅零星河岸邊坡偶有崩塌，惟情形尚不至太嚴重，只要配合局

部河道邊坡保護工程即可改善；中下游段(東和橋至與虎尾溪匯流口)

則坡度漸緩，流速漸慢，伴隨著有河槽漸為窄化，部分河段河槽較

蜿蜒，土砂漸淤於兩岸河階地之情形，惟情形尚不至太嚴重，只要

配合適度之河道整理即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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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鎮聚落及重要產業保護課題 

重要保全地區對象有省道台 3 線上、下游之大竹圍地區及海豐

崙聚落，現況兩聚落之地勢較高，地盤高程大於 100 年洪水位，不

易遭洪水溢淹。惟斷面 7-1 左岸、斷面 6-1 右岸、斷面 13 左岸及

本溪與虎尾溪匯流口處因地勢較低窪，易受洪水影響造成溢淹，有

計畫洪水上至聚落附近，未來興建堤防需於適當位置增設閘門，以

防範外水之災害，並兼調節內水之蓄洩，減輕水患。大竹圍地區鄰

河道之建物部分位於以往河道曾經流過的位置，所需保護的項目為

現況建物是否會受河道再次變遷影響而危及其安全。 

(四) 生態維護課題 

本溪河道生態目前尚多維持自然之狀態，未來河川治理同時亦

需針對環境及生態進行保護。 

(五) 河川環境營造與維護課題 

本溪自斗山橋下游河段位於斗六市都會地區，此河段河川環境

營造適合以打造親水環境的方向來推展；其餘河段目前環境尚保持

自然之風貌，未來治理時也應採較自然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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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流域治理基本方針 
本流域為一丘陵地形之集水區，區內山坡地面積佔 50%以上。地

區綜合發展計畫對於本流域之社會經濟之發展規劃係以農業為主，文

教、觀光休閒產業為輔；集水區內約 80%土地為農業及森林使用，僅

約 5%的土地做為建築、公共及遊憩等較高強度之土地利用，故集水

區內之植生覆蓋及水土保持尚稱良好。綜合考量流域上述之特性，研

提流域經理及減災方向如下： 

(一) 下游地區土地利用之維護管理 

本溪斗山橋下游河段現況土地利用開發強度較高，可供河道排

洪空間較小，應在兼顧安全、生態及景觀的目標下，進行土地利用

管理及河川環境之改善與維護。 

(二) 中、上游地區河川環境及空間之維護管理 

於斗山橋上游至觀音山橋之中游地區農業發達，大多以果園、

竹林等作物為主，相較水稻及蔬菜等其耐水性較佳，可藉由相關減

洪觀念之宣導推廣，朝著農業生產與水共生的方向邁進。上游部分

為坡度較大之山區，目前水土保持狀況尚稱良好，未來應持續維

持，以避免因過度開發而造成下游逕流量之增加及河道之土砂失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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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川治理基本方針 
本溪斗山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流河段人口較密集，治理方針以工

程手段為主，非工程手段為輔，並於河槽窄縮易形成通洪瓶頸處，加

強辦理河道整理或疏濬，以增加通洪斷面；斗山橋上游至觀音山橋河

段，洪水大部分範束於河槽內，治理方針採河川管理及非工程手段為

主，工程手段為輔，於易沖刷之河道邊坡酌設基腳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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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肆章、水道治理計畫及保護標準 

一、 水道治理計畫 
(一) 保護標準 

    依據水利署 102 年 7 月的水利工程技術規範-河川治理篇，河川

保護基準依下列範圍選用為原則：中央管河川支流之計畫暴雨重現

期距(年)以 25~50 年為原則，本溪屬較小條支流，採用 25 年重現期

距降雨量為保護標準。故本溪暴雨量採用 25 年重現期距連續 24 小

時雨量分析成果，其控制點為觀音山橋及與虎尾溪匯流口，詳表 1。 

 
表 1 控制點各重現期 24 小時暴雨量採用值成果表  單位:毫米 

控制點    
重現期(年) 2 5 10 25 50 100 200 

匯流口 205 326 409 514 592 669 746 

觀音山橋 230 361 452 566 651 735 818 

 

(二) 劃設原則 

1.斗山橋下游河段，如於單岸已有既設構(建)造物者，儘量留用既

設部分。左右岸水道治理計畫線除斷面 11-1 上游左岸需調整現況

河槽位置外，以盡量維持既有之河槽流路為原則。另對於既有合

法建物儘量避免劃入。計畫河寬於虎尾溪匯流處~斷面 4-05 採

30~150 公尺、斷面 4-05~斷面 8-2 採 40~80 公尺、斷面 8-2~斗山

橋採 60~110 公尺為原則。 

2.斗山橋上游河段之既有防洪構造物已可滿足計畫洪水量通洪者，

依既有構造物位置劃設。 

3.斗山橋上游以河川維護管理為治理措施而未布置治理工程河段

者，計畫河寬不小於 30 公尺為原則，斗山橋~重光橋採 40~90 公

尺、重光橋~猪母墓橋採 50~160 公尺、猪母墓橋~觀音山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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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00 公尺，並參考河道現況地形與以往河道變遷範圍劃設。 

(三) 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劃設方式 

1.與虎尾溪匯流處(斷面 1-1)~斗山橋(斷面 16) 

左岸水道治理計畫線：斷面 1-1~斷面 2-1 段，匯流口處河寬

由 60 公尺放寬至 150 公尺，由虎尾溪治理計畫線起，呈倒喇叭

口形狀向上游劃設，終點順接既有護岸堤外肩。斷面 2-1~斷面 3

上游約 25 公尺段，沿既有護岸堤外肩劃設。斷面 3 上游約 25 公

尺處~斷面 4 段，沿高崁劃設。斷面 4~斷面 4-1 上游約 35 公尺段，

順接上下游高崁劃設。斷面 4-1 上游約 35 公尺~斷面 7 段，沿高

崁劃設。斷面 7~斷面 7-2 上游約 12 公尺段，順接上下游高崁劃

設。斷面 7-2 上游約 12 公尺~斷面 9 上游約 50 公尺段，沿高崁

劃設。斷面 9 上游約 50 公尺~斷面 11-1 段，蜿蜒段放寬並順接上

下游高崁劃設，另因斷面 11-1 處現況流向呈急轉彎處予以調整現

況河槽位置。斷面 11-1~斷面 12 上游約 14 公尺段，沿高崁劃設。

斷面 12 上游約 14 公尺~斷面 13 上游約 30 公尺段，順接上下游

高崁劃設。斷面 13 上游約 30 公尺~斷面 16 段，沿高崁並酌以放

寬劃設；用地範圍線保留治理計畫工程施設所需用地劃設。 

右岸水道治理計畫線：斷面 1-1~斷面 3-1 上游約 35 公尺段，

匯流口處河寬由 60 公尺放寬至 150 公尺，由虎尾溪治理計畫線

起，呈倒喇叭口形狀向上游劃設，終點順接既有堤防堤外肩。斷

面 3-1 上游約 35 公尺~斷面 3-2 上游約 50 公尺段，沿既有堤防堤

外肩劃設。斷面 3-2 上游約 50 公尺~斷面 4-05 上游約 16 公尺段，

沿高崁劃設。斷面 4-05 上游約 16 公尺~斷面 4-1 上游約 30 公尺

段，沿既有護岸堤外肩劃設。斷面 4-1 上游約 30 公尺~斷面 5 上

游約 15 公尺段，下游順接高崁，上游拓寬既有護岸採河寬 40 公

尺劃設。斷面 5 上游約 15 公尺~斷面 5-1 段，拓寬既有護岸，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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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寬 40 公尺劃設。斷面 5-1~斷面 6 上游約 75 公尺段，沿高崁劃

設。斷面 6 上游約 75 公尺~斷面 7 段，順接上下游高崁劃設。斷

面 7~斷面 8 段，沿高崁劃設。斷面 8~斷面 8-2 上游約 25 公尺段，

順接上下游高崁劃設。斷面 8-2 上游約 25 公尺~斷面 10 上游約

40 公尺，沿高崁劃設。斷面 10 上游約 40 公尺~斷面 10-1 上游約

35 公尺段，沿既有護岸堤外肩劃設。斷面 10-1 上游約 35 公尺~

斷面 13 段，順接上下游高崁劃設。斷面 13~斷面 16 段，沿高崁

劃設；用地範圍線保留治理計畫工程施設所需用地劃設。 

2.斗山橋(斷面 16)~觀音山橋(斷面 37-1) 

水道治理計畫線於既有堤防或護岸處沿既有堤防(護岸)堤外

肩劃設為原則，於左岸斷面 25~斷面 26-1 東和橋段，既有低水護

岸位置束縮，放寬劃設平順銜接上游既有堤防堤外肩。其餘未佈

設治理工程河段參考河道變遷範圍以河寬 40 公尺~90 公尺沿河

道平順劃設；用地範圍線依既有堤防或護岸處加工程養護所需用

地範圍劃設為原則，餘未佈設治理工程河段與治理計畫線共線。

另斷面 16~16-1 左岸及斷面 21 左右岸沿公私有地界線放寬劃

設；斷面 22-1 右岸與斷面 23-1~24-1 右岸因有大面積計畫洪水到

達區域，現況多為林地或荒地，將未登陸地部分納入治理計畫水

道寬度放寬劃設；斷面 29 左右岸及斷面 30 右岸沿國有財產署用

地範圍放寬劃設；斷面 34-1~36 左岸現況多為林地或荒地，將未

登陸地部分納入治理計畫水道寬度放寬劃設、斷面 36-3~37 右岸

沿公私有地界線放寬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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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洪峰流量 
海豐崙溪係屬中央管河川，治理範圍為觀音山橋至下游與虎尾溪

匯流處，計畫洪峰流量以 25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為保護標準，配合

工程、非工程方式進行後續治理措施，依本次計畫水文分析演算結

果，各控制點之計畫洪水量如下表 2，計畫洪峰流量分配如圖 1 所示。 

 
表 2 海豐崙溪各流量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流量表 

控制點 
集水面
積 

(km
2
) 

重現期距(年) 

2 5 10 25 50 100 200 

匯流口 14.26 
82 139 178 227 263 300 336 

(5.75) (9.75) (12.48) (15.92) (18.44) (21.04) (23.56)

斗山橋 12.51 
77  129 164 209 243  276  309 

(6.12) (10.27) (13.13) (16.74) (19.39) (22.08) (24.73)

觀音山橋 8.66 
63 103 131 167 193 219 245 

(7.27) (11.89) (15.13) (19.28) (22.29) (25.29) (28.29)
註：1.灰底為比流量；2.流量單位：cms；比流量單位：cms/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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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海豐崙溪各控制點計畫洪峰流量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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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海豐崙溪出口匯入虎尾溪斷面 16-2 處，起算水位之決定於比較

各重現期距之正常水深之水位與虎尾溪現況洪水位(採水利署水利規

劃試驗所於民國 106 年 2 月完成「北港溪水系北港溪及支流虎尾溪、

三疊溪、石龜溪、大湖口溪治理規劃檢討」成果)，因虎尾溪現況洪

水位較本溪正常水深之水位高，故以虎尾溪斷面 16-2 之現況洪水位

47.16 公尺作為現況水理各重現期距之起算水位(治理計畫終點為與虎

尾溪匯流口斷面 1-1，計畫洪水位 47.18 公尺)，以各河段分配之計畫

洪峰流量及計畫水道，依現況河槽斷面資料演算計畫洪水位，並以計

畫洪水位加 1.0 公尺出水高為計畫堤頂高，為防洪設施及跨河構造物

設計參考依據，以決定水道治理計畫河道縱、橫斷面。各主要地點計

畫洪水位如表 3、計畫縱斷面如圖 2，計畫橫斷面如圖 3 及圖 4，水道

治理計畫及重要河防建造物布置圖如附件一。 
 

表 3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地點 斷面編號 計畫洪水位(公尺) 

與虎尾溪匯流口 1-1 47.18 
鐵路橋 5 50.45 
海豐崙橋 6 50.56 
斗山橋 16 56.85 
仁榮橋 20 60.57 
重光橋 23-1 65.95 
仁緣橋 24-2 69.31 
東和橋 26-1 70.99 
猪母墓橋 30 81.31 
東圳橋 32 87.97 
國 3 號橋 33-02 97.16 
荷北橋 34 99.39 
行助橋 36-1 105.14 
觀音山橋 37-1 1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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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治理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105年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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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治理計畫水道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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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治理計畫水道橫斷面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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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伍章、河川治理措施 

一、 河川綜合治理措施 
斗山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流口河段位於斗六市區範圍，屬人口稠

密地區有重要保護標的，治理措施採工程手段布置防洪建造物，於洪

水氾濫處佈設堤防範束洪水；洪水未氾濫處考量經調查歷年河槽位置

發現，其變遷範圍距離現況之河岸及聚落房舍甚近，部分地區甚至位

於以前的河槽，故布置護岸保護，以避免河道邊坡受洪水衝擊而影響

鄰近聚落房舍及土地之安全。餘河段採以河川維護管理，暫不提列佈

設治理工程。 

二、 主要河段治理工程措施功能、種類及位置 
本溪各河段工程計畫研擬如下，待建防洪建造物統計詳表 4、主

要工程布置圖詳附件一： 

(一) 與虎尾溪匯流處~斗山橋(斷面 1-1~斷面 16) 

本河段因屬斗六都會地區，人口及聚落較密集，為保護鄰近聚

落、促進土地利用及地方發展，布設堤防或護岸並一併辦理河道整

理。 

1、既有治理設施 

左岸有海豐崙一號護岸 125 公尺。 

右岸有八德一號堤防 107 公尺、八德一號護岸 75 公尺、大

竹圍三號護岸 99 公尺及竹頭二號堤防 106 公尺。 

2、新設治理設施 

左岸有海豐崙一號堤防 74 公尺、海豐崙一號護岸 234 公

尺、海豐崙二號堤防 172 公尺、海豐崙二號護岸 314 公尺、海

豐崙三號堤防 126 公尺、海豐崙三號護岸 218 公尺、番子溝一

號護岸 50 公尺、番子溝一號堤防 266 公尺、番子溝二號護岸 281

公尺、番子溝二號堤防 97 公尺及番子溝三號護岸 53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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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有八德一號堤防 330 公尺、八德一號護岸 116 公尺、八德

二號堤防 52 公尺、八德二號護岸 74 公尺、大竹圍一號護岸 101

公尺、大竹圍一號堤防 155 公尺、大竹圍二號護岸 160 公尺、

大竹圍二號堤防 115 公尺、大竹圍三號護岸 264 公尺、大竹圍

三號堤防 84 公尺、竹頭一號堤防 168 公尺、竹頭一號護岸 84

公尺及竹頭二號護岸 435 公尺。 

3、改善治理設施 

左岸無列入改善之既有工程、右岸則有八德一號堤防、大

竹圍三號護岸及竹頭二號堤防等 3 處需改善加高加強。 

(二) 斗山橋~觀音山橋(斷面 16~斷面 38) 

本河段因土地利用強度較低，多為果園及樹林使用，且洪水多

範束於河槽內，故除既有之治理工程外，不再增加治理工程。 

既有治理工程左岸有東和堤防 1,037 公尺、大圳邊堤防 108 公

尺、荷苞厝一號堤防 470 公尺及荷苞厝二號堤防 280 公尺。右岸有

東陽護岸 613 公尺、溪邊厝護岸 482 公尺及溪邊厝堤防 6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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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待建防洪建造物統計表 

岸別 編號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公尺) 

堤防 護岸 
堤防 

加高加強 

護岸

加強

左岸 

1 海豐崙一號堤防 74    

5 海豐崙一號護岸  234   

7 海豐崙二號堤防 172    

9 海豐崙二號護岸  314   

11 海豐崙三號堤防 126    

13 海豐崙三號護岸  218   

15 番子溝一號護岸  50   

17 番子溝一號堤防 266    

19 番子溝二號護岸  281   

21 番子溝二號堤防 97    

23 番子溝三號護岸  536   

小計 735 1,633 0 0 

右岸 

2 八德一號堤防 330    

4-1 八德一號堤防加高加強   107  

6 八德一號護岸  116   

10 八德二號堤防 52    

12 八德二號護岸  74   

14 大竹圍一號護岸  101   

16 大竹圍一號堤防 155    

18 大竹圍二號護岸  160   

20 大竹圍二號堤防 115    

22 大竹圍三號護岸  264   

24-1 大竹圍三號護岸加強    99 

26 大竹圍三號堤防 84    

28 竹頭一號堤防 168    

30 竹頭一號護岸  84   

32-1 竹頭二號堤防加高加強   106  

34 竹頭二號護岸  435   

小計 904 1,234 213 99 

合計 1,639 2,867 21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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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既有防洪建造物一覽表 

岸別 編號 工程名稱 
工程內容 

備註 
堤防(公尺) 護岸(公尺)

左岸 

3 海豐崙一號護岸  125  

25 東和堤防 1,037   

27 大圳邊堤防 108   

29 荷苞厝一號堤防 470   

31 荷苞厝二號堤防 280   

小計 1,895 125  

右岸 

4 八德一號堤防 107   

8 八德一號護岸  75  

24 大竹圍三號護岸  99  

32 竹頭二號堤防 106   

36 東陽護岸  613  

38 溪邊厝護岸  482  

40 溪邊厝堤防 61   

小計 274 1,269  

合計 2,169 1,394  

 

 
三、 主要河段治理非工程措施 

1、土地利用管制 

於河道內土地應依水利法第 78 條規定，禁止相關妨礙河川防護

之行為；於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之土地使用應依本計畫第陸章「計畫

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乙節辦理。 

2、洪水預警及緊急疏散避難 

蒐集與公布水位、雨量及計畫洪水到達範圍等相關防災資

訊，透過對民眾教育宣導，使民眾知道洪水可能發生。並配合疏

散避難場所之建立及資訊公布，於發生災害前提早躲避可能來臨

之洪水，達到減災避災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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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一) 未布設工程河段應注意事項 

以管理維護取代治理工程，於計畫水道內之管理維護相關事項

及原則如下： 

1、維持河道通水斷面：應視河道淤積辦理疏濬或河道整理，避免因

河道淤積使計畫洪峰流量之水位過高溢岸之情形；同時應儘量維

持河道自然流路。 

2、於易發生河道邊坡沖刷崩塌之河段，可酌施設保護工程保護邊

坡，以減少土石滑落並保護河床免受滑落之土石淤積。 

(二) 其他需注意事項 

斗山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流口河段，於施設治理工程時可一併

辦理河道整理，堤防或護岸之基腳高程應考量日後辦理疏濬或河道

整理之斷面。因本溪於高水（滿槽）情況下匯入虎尾溪之流況係逆

向流入，為避免匯流口處產生逆坡降情形，應於施作堤防工程時辦

理河道整理以增加河道通洪斷面及調整河槽流路。另部分河道彎曲

段如斷面 2 至 3-2 急彎段攻擊點斷面 3 附近等，未來堤防佈設時

應注意加強基腳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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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陸章、配合措施 

一、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  
(一)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計畫河段內沿岸以計畫洪水位推估主要洪水到達區域位在斷

面 26 東和橋下游至斷面 22 河段，主要以右岸為主，左岸於斷面

24 仁緣橋下游有部分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內現況多為林地、

果園或荒地。斷面 17 至 17-1 右岸，計畫洪水到達範圍內現況多為

林地、果園或荒地。斷面 14 以下至斷面 8-1 因河槽流向夾角呈 180

度之大轉彎，對通洪造成影響，計畫洪水到達區域鄰近房舍。斷面

7以下至省道台 3線海豐崙橋上游河段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為林地或

荒地，但接近房舍。斷面 6 省道台 3 線海豐崙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

流處，計畫洪水到達範圍主要分布在左岸斷面 4-2~斷面 4、右岸斷

面 4 下游起、左岸斷面 2-1 下游起至與虎尾溪匯流處低地，因現況

流路逆向流入虎尾溪，影響匯流處排洪通暢，遇虎尾溪外水高漲時

易造成淹水。有關本計畫計畫洪水到達區域詳附件四。 

(二)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管制 

1. 計畫水道內土地 

計畫水道係考慮現況河性、水理等檢討，以暢洩計畫洪水量，

維持排水防洪功能及自然平衡所訂定，為保護計畫水道應依水利

法第七十八條規定，河川區域內土地嚴禁有妨礙治理及水流之行

為。 

2. 用地範圍線外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 

位於用地範圍線外之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如下： 

(1)  已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施工完成者，土地使用應以農業或

綠地使用，如作為其它建築用途，應自行興建防洪設施或

填高地面至計畫洪水位以上並有完善之排水設施。 

(2) 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者，土地使用應以農業或綠地使

用，如作為其它建築用途，應自行興建防洪設施或填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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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至計畫洪水位以上並有完善之排水設施。其臨近河槽岸

邊部分，設適當之護岸工事以維安全。其使用行為，應按

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法令辦理。 

 

二、  都市計畫配合  
本計畫範圍附近有斗六市都市計畫，惟距本治理計畫河段尚遠，

現階段尚無都市計畫之配合事項；建議未來河川區域旁如有都市或區

域開發時，開發單位須自基地邊界退縮設置緩衝綠帶，尚未開發之區

域應與河道保留適當之綠帶緩衝區；已開發部分亦可透過相關土地重

新規劃的方式，拉出開發區與河道間之緩衝區。如未來新增或擴大都

市計畫時應配合本計畫用地範圍線內土地編定為河川區，並配合本計

畫及相關都市計畫使用審議規範與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等

訂定合理之使用分區及土地利用限制。 

 

三、  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  
本計畫河段現有跨河建造物，計有鐵路橋、海豐崙橋、斗山橋、

仁榮橋、重光橋、仁緣橋、東和橋、猪母墓橋、東圳橋、國 3 號橋、

荷北橋、行助橋及觀音山橋等十三座，經檢討規劃河段各橋梁之通洪

能力，其中仁榮橋有出水高不足及橋長嚴重不足等問題，建議主管機

關配合本計畫優先辦理改建；另仁緣橋、東和橋、東圳橋、行助橋及

觀音山橋等 5 座橋梁亦有出水高不足或橋長不足等問題，建議日後橋

梁若有需要改建時配合本計畫辦理，以符現況河道特性，滿足河川治

理通洪能力，詳表 6。斗山橋及仁榮橋上下游有呈現河床刷深之情形，

為避免危及橋梁安全，建請橋梁主管機關據以妥處，以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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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本治理計畫河道現有橋梁檢討表 

橋名 斷面
樁號 

橋梁現況 計畫河道
橋長檢
討 

梁底高
程檢討 

建議處
理方式 

權責單
位 

梁底高
程 
(m)

橋長 
(m) 

計畫
洪水位

(m)

堤頂高
程 
(m)

河寬 
(m) 

鐵路橋 5 54.25 66.19 50.45 51.45 37    鐵路局

海豐崙橋 6 52.34 51.35 50.56 51.56 33    公路局

斗山橋 16 60.05 76.54 56.85 57.85 57    雲林縣政府

仁榮橋 20 61.21 24.31 60.57 63.24 43 嚴重
不足

出水高
不足 

配合本
計畫優
先辦理
改建 

雲林縣政府

重光橋 23-1 68.28 105.15 65.95 66.95 70    雲林縣政府

仁緣橋 24-2 69.95 33.55 69.31 70.31 37 不足
出水高
不足 

改建時
配合本
計畫 

雲林縣政府

東和橋 26-1 71.31 75.04 70.99 73.41 50  
出水高
不足 

改建時
配合本
計畫 

雲林縣政府

猪母墓橋 30 84.38 72.31 81.31 82.31 70    雲林縣政府

東圳橋 32 91.82 40.23 87.97 88.97 45 不足  
改建時
配合本
計畫 

雲林縣政府

國 3號橋 33-02 103.34 171.46 97.16 98.16 80    高公局

荷北橋 34 102.51 82.61 99.39 100.39 80    雲林縣政府

行助橋 36-1 106.31 59.74 105.14 106.14 62 不足  
改建時

配合本

計畫 
雲林縣政府

觀音山橋 37-1 117.09 52.56 112.47 113.47 58 不足  
改建時

配合本

計畫 
雲林縣政府

 

四、  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一) 取水設施 

本計畫範圍之既有取水設施計有雲林農田水利會所轄斗六埤

取水堰一處，該取水堰尚不影響目前河道排洪；另取水堰之管理單

位(雲林農田水利會)應注意颱洪時是否有雜物、樹枝堆積於堰址，

影響河道通洪；如有前項情況發生時應即時排除之。 

(二) 排水設施 

河道兩岸之排水應參考河道水位，如有倒灌之虞時，其排水出

口應設置水閘或背水堤防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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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理措施  
本溪集水區約 1/2 為山坡地，植生覆蓋尚稱良好，流域上游坡陡

流急屬山地型河川，需特別注意水土保持之維護管理。河道中洪流對

河岸側蝕可能造成邊坡土體崩塌或土地流失，使得集水區崩塌裸露面

積增加，水源涵養能力下降；流出下游的大量土砂，可能磨蝕或衝擊

堤岸而導致防洪構造物損壞等，故流域內之土砂沖淤管理及邊坡沖蝕

防護益顯格外重要。為達到邊坡保護與防範大量土砂下移，可採用以

坡面排水與植生方法為主之穩定處理工法，如在坡頂設置截水溝或相

關設施，以減少坡面沖蝕；坡面設置橫向及縱向排水溝，排除坡面地

表逕流。坡面利用打樁編柵、舖網、固定框等保護邊坡地表土壤，作

為植生基礎之用，再搭配利用覆蓋、敷蓋等方式降低降雨及地表逕流

對邊坡之影響，減少土壤沖蝕。另坡面可視地形情況種植喬木、灌木

及地被植物等，降低地表土壤裸露之情況。 

為能有效達到中上游集水區保育，應嚴格限制對集水區之超限開

發利用，並於開發利用前需切實做好水土保持配合措施，水土保持主

管機關持續維護水土保持相關工作。 

 

六、  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一) 洪水預警 

海豐崙溪並無設置水位站，未來應於流域中下游段設置水位站

(如斗山橋)，利用其監測之洪水位建立洪水預警機制；此外，惟全

球氣候暖化，極端暴雨事件頻繁，水位流量站訂定各級警戒水位，

未必能符合現今之暴雨情形，因此應配合本次水文演算各重現期距

之洪水位，建立其預警機制，以利相關單位及民眾執行防災應變措

施。 

(二) 避難路線規劃 

本次治理河段之計畫洪水到達範圍雖現況多為林地、果園或荒

地，但仍有部分溢淹區域鄰近房舍，若發生超過計畫保護標準之暴

雨時，仍有產生淹水災害之可能性，故本計畫參考雲林縣政府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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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斗六市八德里水災防災地圖來規劃洪災疏散路線及避難場所，如

圖 5 所示。 

為健全整體防救災機制，除應建立計畫洪水到達地區洪水預警

系統及水利設施災害防救體系外，中央及地方相關單位亦應針對計

畫洪水到達地區洪水來襲風險，有效整合利用防救災資源，擬訂適

宜之應變措施，定期辦理防救災演練，以爭取救災之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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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緊急避難路線及場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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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合措施  
集水區上游因人為活動較少，環境大部分維持自然狀態，生物棲

憩環境佳，而下游地區有社區聚落存在，家庭及農業養殖廢汙水有部

分直接排放入溪中之情形，影響下游河段水質。相關單位應針對各種

污染源實施定期檢測，並依放流水標準加強管制改善，設置污水下水

道收集家庭民生污水，以維持純淨水質；農業養殖廢污水應加強管

制，須自行處理後才可排放。另斗六埤攔水堰可配合生態維護之需，

設置如魚道等有助於生態廊道完整連續之設施。 

 

八、  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  
本溪集水區上游位於山區內，人為開發較少，沿線景觀幽靜，生

態豐富，應儘量維持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為使環境保存及維護河川

水質純淨，宜減少流域內人為不當開發，並針對各種污染源加以管

制，而防洪設施宜考量生態環境，儘量採以生態或近自然工法施設。 

         
九、  河川維護管理注意事項  

河川維護管理應依「河川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相關設施由

權責單位管理與維護，以利洪水期間發揮正常之通洪功能，維護管

理事項分列如下： 

(一) 河川管理及工程維護 

1. 每年編列經常性維護管理費用辦理各項河川設施定期維護管理工

作，以發揮河川設施之正常功能。上游河段若有部分固床工及護

岸等毁損崩落情形，應請權責單位儘速改善。 

2. 河川設施應列管並定期辦理檢查維護，河川設施有破裂、損毀或

基礎明顯淘刷時，應即修繕或加強保護，以免洪水來臨時釀成重

大災害。並不定期派員巡視，取締違法侵占河川設施用地及其他

非法行為。 

3. 本溪部分河段最小河寬僅約 30 公尺，河道內淤積或樹林雜草均

可能嚴重影響通洪斷面，應於每年汛期前列入檢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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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維護河川設施之通洪功能及環境生態，河道沿岸嚴禁傾倒垃

圾、廢棄物及堆放物品，河道中雜草也應定期清除，以確保河川

水道通暢，並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5. 嚴禁擅自在河道上加蓋建造物，或佔用河道兩旁道路、公地之行

為，確保水防道路之暢通。 

6. 本次治理計畫公告後，將儘速辦理河川區域檢討變更，以利河川

管理、取締違規行為及維護河防安全。 

(二) 河道疏濬及河道整理 

海豐崙溪現況淤積河段以斗山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流口為

主，雖輸砂分析結果其潛勢呈現沖淤互現，惟後續仍應定期觀察河

道沖淤情形，適時辦理疏濬；本溪於高水（滿槽）情況下匯入虎尾

溪之流況係逆向流入，為避免匯流口處產生逆坡降情形，應於施作

堤防工程時辦理河道整理以增加河道通洪斷面及調整河槽流路。另

外斗山橋上游河段現況略呈沖刷，如遇深槽沖刷高灘淤積之情形

時，亦需適時辦理河道整理，如東和橋現況即有部分河床淤高情形

可優先處理。重光橋下游處為急轉彎段，易造成上游回淤，依圖 2

治理計畫水道縱斷面圖谿線高顯示重光橋上游河段恐因河床淤高

有阻水情形，應適時辦理河道整理。 

 

十、  其他配合事項  
(一)防洪建造物之操作與維護 

對於閘門及既有防洪設施，應由管理單位加強管理操作與定期

維護，若有故障或損毀情形，因儘快搶修換新，以確保其排洪功能。 

(二)強化淹水預警及災害防救 

1.建請管理機關建立淹水警戒機制，並公布當地淹水警戒區域、警戒

水位值及可能淹水深度等資訊，先行提供相關單位與民眾防災應

變之參考及疏散避難之指標。 

2.建構完整之洪災救護系統，妥善規劃淹水區域管制、疏散及避難計

畫，並建置救災人力及機具設備資料庫及徵用程序等機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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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民眾防災組織，強化水災防救體系。 

3.運用行動電話簡訊傳輸功能，結合電信業者建置高淹水潛勢地區村

里長之通訊系統，定時傳輸淹水資訊，以利緊急應變。 

(三)加強民眾教育及宣導 

1.運用新聞媒體及舉辦相關活動，藉以宣導防洪觀念及方法，提高民

眾防災意識。 

2.教導民眾愛護排水環境，不隨意丟棄廢棄物阻礙排水、污染排水；

提升自然生態保育觀念，推動民眾參與排水設施維護工作。 

(四)出流管制 

為減少河道旁土地因開發所增逕流量，降低淹水風險，開發單

位於辦理土地開發利用或變更使用計畫時，應擬具排水規劃書及排

水計畫書送區域排水主管機關審查核定後才能進行開發。開發單位

應於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書內，規劃設計減洪設施以承納因開發

所增加之逕流量，避免增加開發基地鄰近地區淹水風險，及下游銜

接水路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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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北港溪水系虎尾溪支流海豐崙溪治理計畫」地方說明會 

會議紀錄 

壹、 時間：107 年 7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整 

貳、 地點：雲林縣斗六市公所第二會議室 

參、 主持人：本局規劃課白課長文祥                     記錄：姜國正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 主席人致詞：(略) 

陸、 業務單位報告：(略) 

柒、 單位意見（依發言順序整理）： 

一、 重光里里長 朱登茂里長 

1. 不知是否因經費不足?堤防應做到重光橋-東和橋，斗山橋上游遇到颱風或大豪雨

溪水漲起來，三年流東三年流西，為保里民生命財產，應做到東和橋。 

本局回覆：斗山橋下游河段因位於斗六市區範圍，現況土地利用開發強度較高，屬

人口稠密地區有重要保護標的，故布置防洪建造物；斗山橋上游至觀音

山橋河段因現況河道周邊以果園、竹林及農地為主，且洪水大部分範束

於河槽內，考量工程效益及必要性，故採以河川維護管理，暫不提列布

設治理工程。 

 

二、 八德里里民 陳俊誠先生 

1. 從海豐崙橋至斗山橋，建議在人口密集處做堤防及防汛道路，方便兩岸居民交通

至台三線，建議做綠美化及運動休閒之處，仿第五河川局前八掌溪河段。 

本局回覆：斗山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流口處兩岸於本次治理計畫中皆有預計佈設新

設堤防及護岸工程，且有預留水防道路範圍，若未來工程能順利推動完

成，民眾將可由兩岸水防道路由斗山橋通行至台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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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德里里民 高洲彬先生 

1. 左右兩岸是否都有防汛道路規劃?道路規劃路寬幾公尺? 

本局回覆：斗山橋下游至與虎尾溪匯流口河段兩岸皆有預計佈設新設堤防及護岸，

且有預留水防道路範圍，路寬皆有 6m 以上。 

2. 是否有開發規畫時程?公告?測量?徵收、施工、完工? 

本局回覆：本治理計畫預計今年底可完成核定及公告，俟河川圖籍公告後，將接續

辦理用地徵收及工程施做。 

3. 完成後是否解除私有地原列入河川地解編? 

本局回覆：公告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將受到管制，但無重新劃定使用分區，使用分

區應依據是否位於都市計畫範圍內。 

4. 大竹圍段彎道部分規劃明顯偏左岸規劃施工，在安全前提下是否可稍移右岸? 

本局回覆：經規劃檢討於彎道凹岸水流衝擊處有規劃施設護岸保護，堤線劃設亦有

考量河道水流流向，故建議維持原劃設方式。 

 

四、 林肯社區管理委員會 嚴雪芙女士 

1. 本社區圍牆、車道及部分房屋，疑因海豐崙溪河川沖刷以致出現傾斜與龜裂，嚴

重影響社區居民安全。期待居民的恐慌受到水利署協助在此次整治計畫中能被

重視。鄰近社區的堤防或護岸工程希望能連接本社區以利日後整治，維護社區

安全。 

本局回覆：此社區鄰近河段凹岸轉彎處，為水流衝擊處，已有預計佈設新設護岸來

保護邊坡。 

 

捌、 結論： 

各位鄉親及出席人員意見，本局將參酌納入治理計畫報告修正，及辦理後續相關

作業。 

玖、 散會（下午 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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廉潔、效能、便民 

經濟部水利署 
 

台北辦公室 

地址：台北市信義路三段 41 之 3 號 9~12 樓 

總機：（02）3707-3000 

傳真：（02）3707-3166 

免費服務專線：080-0212239 

台中辦公室 

地址：台中市黎明路二段 501 號 

總機：（04）2250-1250 

傳真：（04）225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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