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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發源於台北縣平溪菁桐山，於台北市關渡地區匯入淡水河，幹流長 86.
4 公里，流域面積 491 平方公里，與新店溪、大漢溪為淡水河三大支流。

基隆河發源於台北縣平溪菁桐山，於台北市關渡地區匯入淡水河，幹流長 86.
4 公里，流域面積 491 平方公里，與新店溪、大漢溪為淡水河三大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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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河沿岸洪患頻仍，政府為展現整治之決心與魄力，指示

水利署研擬配合員山子分洪工程並優先執行急迫且必要之前

期治理計畫，並於 91 年 5 月奉行政院核定同意辦理。

■ 所需經費新台幣 316 億餘元，經行政院與立法院溝通排除萬

難，於 91 年 7 月同意以特別預算支應。計畫自 91 年 7 月起

至 94 年 5 月止，分 3 年實施。

■ 以流域治理、上游分洪及下游防洪區段優先之方式，藉由各

項工程與非工程措施，達到防禦重現期距 200 年之洪峰流量

保護標準，人與水和諧共存之目標。

■ 基隆河沿岸洪患頻仍，政府為展現整治之決心與魄力，指示

水利署研擬配合員山子分洪工程並優先執行急迫且必要之前

期治理計畫，並於 91 年 5 月奉行政院核定同意辦理。

■ 所需經費新台幣 316 億餘元，經行政院與立法院溝通排除萬

難，於 91 年 7 月同意以特別預算支應。計畫自 91 年 7 月起

至 94 年 5 月止，分 3 年實施。

■ 以流域治理、上游分洪及下游防洪區段優先之方式，藉由各

項工程與非工程措施，達到防禦重現期距 200 年之洪峰流量

保護標準，人與水和諧共存之目標。

壹、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壹、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 前期計畫前期計畫
))

前   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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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山子分洪工程

●低窪地區防洪區段工程，包括堤防、抽水站、支流排水改善、橋
樑臨時保護措施、圓山疏洪工程等

●其他配合工程

●坡地保育計畫 ( 集水區治理 )

●其他方案規劃

●洪水預報及淹水預警系統更新改善計畫

●治理完成前防汛措施

●員山子分洪工程

●低窪地區防洪區段工程，包括堤防、抽水站、支流排水改善、橋
樑臨時保護措施、圓山疏洪工程等

●其他配合工程

●坡地保育計畫 ( 集水區治理 )

●其他方案規劃

●洪水預報及淹水預警系統更新改善計畫

●治理完成前防汛措施

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整體計畫進
度

整體計畫進
度

計畫總累計執行進度預定 95.00 % ，實際 95.07% ，進度尚符。計畫總累計執行進度預定 95.00 % ，實際 95.07% ，進度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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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員山子分洪後 200 年洪水重現期及相當納莉颱風規
  模洪水量保護程度之計畫堤頂高度設計。

  採用員山子分洪後 200 年洪水重現期及相當納莉颱風規
  模洪水量保護程度之計畫堤頂高度設計。

貳、防洪區段堤防工程辦理成果貳、防洪區段堤防工程辦理成果

工
程
特
色

工
程
特
色

保護
標準
保護
標準

□將台北縣及基隆市轄內河段，劃分為 11 個優先執行防洪
區段，規劃整合以全方位創新思維，藉由各項工程措施
融合防洪、自然環境，以生態、景觀總合整治之觀念，
配合現況採行近自然工法及綠美化設計。

□利用毗鄰公有地或價購私有窪地築造緩坡式土堤並配合
植栽綠美化， 與堤防融為一體，除增加容洪空間並形
成社區公園，提供當地居民休憩空間。

□將台北縣及基隆市轄內河段，劃分為 11 個優先執行防洪
區段，規劃整合以全方位創新思維，藉由各項工程措施
融合防洪、自然環境，以生態、景觀總合整治之觀念，
配合現況採行近自然工法及綠美化設計。

□利用毗鄰公有地或價購私有窪地築造緩坡式土堤並配合
植栽綠美化， 與堤防融為一體，除增加容洪空間並形
成社區公園，提供當地居民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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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工程執行成果堤防工程執行成果

□基隆河主流各區段堤防工程於 92.06 月底發包後，即偕同相關
單位密切配合，另為使計畫能早日完成，由水利署發揮「變形
蟲理論」動員所屬 8 個河川局人力，發揮團隊精神並訂定激勵
獎金措施全面開展，使得計畫期程由原來核定的 3年縮短為 2
年，並如期於 93年 12月底完成。

□合計完成之堤防長度兩岸達 32公里，河道清挖土方數量逾 10

5萬立方公尺，並提供基隆市約 30公頃、台北縣約 37公頃河

川休憩空間，使景觀休閒與防洪合成一體，兩者得以兼顧，發

揮都市河川的正面功能，展現河川親和的新風貌及安全的環境

，提昇附近居民生活品質。

□基隆河主流各區段堤防工程於 92.06 月底發包後，即偕同相關
單位密切配合，另為使計畫能早日完成，由水利署發揮「變形
蟲理論」動員所屬 8 個河川局人力，發揮團隊精神並訂定激勵
獎金措施全面開展，使得計畫期程由原來核定的 3年縮短為 2
年，並如期於 93年 12月底完成。

□合計完成之堤防長度兩岸達 32公里，河道清挖土方數量逾 10

5萬立方公尺，並提供基隆市約 30公頃、台北縣約 37公頃河

川休憩空間，使景觀休閒與防洪合成一體，兩者得以兼顧，發

揮都市河川的正面功能，展現河川親和的新風貌及安全的環境

，提昇附近居民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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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先辦理防洪區段位置及範圍 ( 基隆市 )優先辦理防洪區段位置及範圍 ( 基隆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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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先辦理防洪區段位置及範圍 ( 台北縣 )優先辦理防洪區段位置及範圍 ( 台北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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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大華區段施工中七堵大華區段施工中

七堵大華區段完成七堵大華區段完成

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

百福區段施工前百福區段施工前

百福區段完成百福區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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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

過港、橋東區段施工前過港、橋東區段施工前

過港、橋東區段完成過港、橋東區段完成

過港區段施工前過港區段施工前

過港區段完成過港區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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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

北山區段施工前北山區段施工前

北山區段完成北山區段完成

橋東區段施工前橋東區段施工前

橋東區段完成橋東區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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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防洪區段堤防工程成果相片

橋東生態園區橋東生態園區 水返腳生態園區水返腳生態園區

橋東生態園區橋東生態園區 水返腳生態園區水返腳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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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洪
原則
分洪
原則

上游 200 年頻率洪水量 1620秒立方公尺時，設計最大分洪量 1,310秒
立方公尺，餘下游放流量 310秒立方公尺。

上游 200 年頻率洪水量 1620秒立方公尺時，設計最大分洪量 1,310秒
立方公尺，餘下游放流量 310秒立方公尺。

工程
經費
工程
經費 計畫總經費約 60 億元，主體工程經費約 42.78 億元。計畫總經費約 60 億元，主體工程經費約 42.78 億元。

工程
進度
工程
進度

主體工程於 91 年 6 月 5 日開工，受應急分洪隧道襯砌鋼模流失影響，
預計於 94 年 4 月底汛期前完成，截至 94 年 1 月 17 日，實際完成進度 9
5.95 % 。

主體工程於 91 年 6 月 5 日開工，受應急分洪隧道襯砌鋼模流失影響，
預計於 94 年 4 月底汛期前完成，截至 94 年 1 月 17 日，實際完成進度 9
5.95 % 。

隧道
施工
隧道
施工

□ 隧道長度計約 2484公尺，另開闢三座施工橫坑總長 646公尺。
□ 隧道開始挖掘後，即於 1年內 (92年 12月 1日 )上半階全線貫通，
93年 7月 19日完成全斷面挖掘工作。

□1025分洪鋼模沖失前，頂拱襯砌僅餘 79.5公尺，經重新訂製鋼模後
，隧道已於 94年 1月 15日恢復襯砌，預計可於 94年 2月底完成
隧道全部襯砌。

□ 隧道長度計約 2484公尺，另開闢三座施工橫坑總長 646公尺。
□ 隧道開始挖掘後，即於 1年內 (92年 12月 1日 )上半階全線貫通，
93年 7月 19日完成全斷面挖掘工作。

□1025分洪鋼模沖失前，頂拱襯砌僅餘 79.5公尺，經重新訂製鋼模後
，隧道已於 94年 1月 15日恢復襯砌，預計可於 94年 2月底完成
隧道全部襯砌。

參、員山子分洪工程辦理情形參、員山子分洪工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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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端消能設施

攔河堰、分洪設施及排砂道

      分洪隧
道

土

資

場

二號橫坑

 一號橫坑

深澳港

九份

三號橫坑

鐵路

濱海公路

北 37線

102 縣道

北 35線

瑞芳

雞籠山

基隆河

工務所

二號隧道

一號隧道

員山子分洪計畫工程布置圖員山子分洪計畫工程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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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減輕基隆河中下游地區淹水災害及員山子分洪工程損失，在工
程完工前，研訂下列應急分洪時機，以利防汛作業。

(一 ) 當員山子攔河堰前水位達 65.5 公尺、員山子以上集水區降雨量
持續增加，且員山子河段流量達 800每秒立方公尺。

(二 ) 預測未來 3小時後，汐止河段可能發生洪水氾淹之虞。

    為減輕基隆河中下游地區淹水災害及員山子分洪工程損失，在工
程完工前，研訂下列應急分洪時機，以利防汛作業。

(一 ) 當員山子攔河堰前水位達 65.5 公尺、員山子以上集水區降雨量
持續增加，且員山子河段流量達 800每秒立方公尺。

(二 ) 預測未來 3小時後，汐止河段可能發生洪水氾淹之虞。

應急分洪操作機制應急分洪操作機制

94.1.10 攔河堰施工情形94.1.10 攔河堰施工情形

完工後完工後

分洪前分洪前

攔河堰升層施工示意圖攔河堰升層施工示意圖

員山子分洪應急分洪員山子分洪應急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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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11 08:50 下達應急分洪指令， 09:30 完成挖除北 37線長 40 公尺，
深 3 公尺之臨時分洪道開始分洪，至 93.9.11 約 13:30 基隆河水位下降後
分洪停止。經估算分洪隧道最大分洪量約為 200CMS ，總分洪量概估約 9
7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減少 100 公頃面積積水 0.97 公尺

    93.9.11 08:50 下達應急分洪指令， 09:30 完成挖除北 37線長 40 公尺，
深 3 公尺之臨時分洪道開始分洪，至 93.9.11 約 13:30 基隆河水位下降後
分洪停止。經估算分洪隧道最大分洪量約為 200CMS ，總分洪量概估約 9
7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減少 100 公頃面積積水 0.97 公尺

0911
分洪
0911
分洪

    93.10.25 10:25 下達應急分洪指令， 10:40 完成挖除北 37線長 60 公尺，
深 3 公尺之臨時分洪道開始分洪，至 93.10.25 約 18:00 基隆河水位下降後
分洪停止。經估算分洪隧道最大分洪量約為 600CMS ，總分洪量概估約 44
2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減少 100 公頃面積積水 4.42 公尺。

    93.10.25 10:25 下達應急分洪指令， 10:40 完成挖除北 37線長 60 公尺，
深 3 公尺之臨時分洪道開始分洪，至 93.10.25 約 18:00 基隆河水位下降後
分洪停止。經估算分洪隧道最大分洪量約為 600CMS ，總分洪量概估約 44
2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減少 100 公頃面積積水 4.42 公尺。

0911
豪雨
0911
豪雨

1025
納坦
颱風

1025
納坦
颱風

應急分洪過程與成效應急分洪過程與成效

    93.12.03 10:25 下達應急分洪指令， 14:00 完成北 37線道路降挖及分洪前
準備工作， 15:00 基隆河水位高漲開始分洪，至 93.12.4 12:00 基隆河水位
下降後分洪停止。經估算分洪隧道最大分洪量約為 450CMS ，總分洪量概
估約 739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減少 100 公頃面積積水 7.39 公尺。

    93.12.03 10:25 下達應急分洪指令， 14:00 完成北 37線道路降挖及分洪前
準備工作， 15:00 基隆河水位高漲開始分洪，至 93.12.4 12:00 基隆河水位
下降後分洪停止。經估算分洪隧道最大分洪量約為 450CMS ，總分洪量概
估約 739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減少 100 公頃面積積水 7.39 公尺。

1203
南瑪都
颱風

1203
南瑪都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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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2.30 分洪隧道進口 94.01.04出口消能池

94.1.10攔河堰施工情形 94.1.10 出口陡槽段頂
版

員山子分洪工程施工情形員山子分洪工程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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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27 隧道出口開挖
前

92.11.27隧道出口襯砌鋼模

92.5.23隧道開挖 93.11.9 隧道出口完成

員山子分洪工程施工情形員山子分洪工程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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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事
件 ( 年 )

76 年

琳恩

87 年

瑞伯

87 年

芭比絲

89 年

象神

90 年

納莉

員山子應急分洪

93 年

0911豪雨
93 年

納坦

93 年

南瑪都

淹水面
積 ( 公
頃 )

1,322 636 624 699 4,710 54 25 0

淹水深
度 ( 公
尺 )

0.2~7.5 0.5~7.5 0.5~3.8 0.5~7.5 0.3~8.5 1.0~6.0 1.0~1.2 0

歷年淹水
面積比較
歷年淹水
面積比較

0911 應急分洪隧道入口
1025 應急分洪隧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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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年員山子應急分洪後
，各次颱洪汐止市區淹
水面積，已不及過去的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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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流改善 : 辦理汐止市保長坑溪等 11條支流排水工程計 62件
，目前已完工 13件，其餘工程預計於 94 年 5 月底前完成。

□ 抽水站新建 6座、改建 6座及堤後引水幹線工程計 31件工程
，其中完工 14件，將於汛期前全部完成裝機，發揮抽水功能
。

□ 橋樑改建工程計 6件，僅餘新江北橋預計於 94 年 12 月完成。

□ 支流改善 : 辦理汐止市保長坑溪等 11條支流排水工程計 62件
，目前已完工 13件，其餘工程預計於 94 年 5 月底前完成。

□ 抽水站新建 6座、改建 6座及堤後引水幹線工程計 31件工程
，其中完工 14件，將於汛期前全部完成裝機，發揮抽水功能
。

□ 橋樑改建工程計 6件，僅餘新江北橋預計於 94 年 12 月完成。

□ 支流改善：辦理 8條支流排水工程計 9件，目前 3件完工，
其餘工程預計於 94 年 5 月底前完成。

□ 抽水站新建 8座全部完成，堤後引水幹線工程計 5件施工中。
□ 崇智及實踐橋改建工程施工趕辦，預計於 94 年 12 月完成。
□ 鐵路隧道防洪閘門及 2座橋樑橋墩加固已完成。

□ 支流改善：辦理 8條支流排水工程計 9件，目前 3件完工，
其餘工程預計於 94 年 5 月底前完成。

□ 抽水站新建 8座全部完成，堤後引水幹線工程計 5件施工中。
□ 崇智及實踐橋改建工程施工趕辦，預計於 94 年 12 月完成。
□ 鐵路隧道防洪閘門及 2座橋樑橋墩加固已完成。

□ 鐵路橋改建工程由交通部鐵路局執行中，已不影響防洪安全。
□ 坡地保育計畫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執行，均已完成。

□ 鐵路橋改建工程由交通部鐵路局執行中，已不影響防洪安全。
□ 坡地保育計畫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執行，均已完成。

肆、配合工程辦理情形肆、配合工程辦理情形

台北縣
政府

台北縣
政府

基隆市
政府

基隆市
政府

其他配
合工程
其他配
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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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流區段堤防工程已較預定完成日期 94 年 5月大幅提早，
透過我們對基隆河的用心與執著，方能有今日成果，水利署將
在既有的基礎上，持續進行後續的河川環境維護及適時疏通河
道，維持防洪功效，共創水與人雙贏「河」藹「水」親的環境
。

● 員山子分洪工程完成後，可控制全台最大暴雨中心火燒寮及流
域 18%面積之雨量，平均可降低基隆河下游水位 1.5公尺 (瑞
芳段平均降低約 3.13公尺 ) 。

● 各項整治工程於今年汛期前完成後，基隆河自侯硐介壽橋以下
河段將可達 200年防洪頻率標準，且能抵禦相當納莉颱洪規模
之保護程度，保護面積台北縣 713公頃，基隆市 316 公頃，總
保護面積 1029 公頃，總人口約 200萬人之生命財產安全。

伍、結語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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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
局
www.wra10.gov.tw

簡報完畢

    恭請裁
示

~河川重生

   安康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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