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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河川治理、流域水土利用與保育基本方針 
東港溪流域位於台灣南部屏東縣境內，介於高屏溪流域與

林邊溪流域之間，發源於萬安社舊址上游海拔 1,702 公尺日湯

真山嶺線，順地勢向西偏西南流於萬安村萬安一號橋與支流萬

安溪匯流，匯流後向西流進入屏東平原區後與發源於真笠山

(1,166公尺)自北向南流的牛角灣溪(涼山溪)於老埤村南緣匯流

後向西南流，流經屏東平原南方，於東港鎮北側流入台灣海

峽，主流長度約 33 公里（河口至萬安溪與牛角灣溪匯流口

止），全線平均坡降約 1/500。東港溪全流域包含上游萬安溪與

牛角灣溪和 26 條區域排水之集水面積為 436 平方公里。 
東港溪於民國 49 年公告為次要河川，72 年變更為主要河

川，88 年 7 月 1 日奉經濟部公告為中央管河川。本溪於民國

73 年 10 月 19 日府建水字第 155890 號函核定東港溪治理基本

計畫(下游段)及公告河口至麟洛溪排水匯流口之水道治理堤防

預定線，公告範圍採築堤禦洪方式治理。 
由於東港溪中上游兩岸地勢低平，為利內水排出，以往以

河川區域管理治理，然近年由於氣候異常之影響，加以中上游

段聚落人口成長增加迅速，區域發展需求提升，造成近幾年下

游段整治完成後，淹水情事集中於中上游段發生，以往以河川

管理之手段無法因應今日區域發展要求，實需辦理東港溪中上

游段治理基本計畫並訂定堤防預定線，同時配合政府現正實施

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依民國 95 年 10 月 4 日經濟

部水利署經水河字第 09553131080 號函辦理「第一階段實施計

畫縣管區排東港溪水系排水系統規劃－右岸五房排水等 14 條

排水系統及左岸溪州溪排水系統等 12 條排水系統」規劃與治

理計畫，以作為整體流域改善方案實施之依據。本治理基本計

畫規劃自萬安溪與牛角灣溪匯流口至麟洛溪排水匯流口止

（No.23～No.57 共 35 個斷面），治理計畫長度為 19 公里，行

政區包含萬丹鄉、潮州鎮、竹田鄉、萬巒鄉及內埔鄉等 5 個

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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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川治理 
本流域上游兩支流萬安溪與牛角灣溪為山區河川，坡陡流

急，但自兩支流匯流後東港溪主流兩岸地勢平坦，部分為低窪

地，匯流口至中上游段幹線流路蜿蜒曲折，通洪斷面小，洪氾

區域廣大，沿岸僅零星興建護岸保護，支流排水易受主流迴水

影響，故每年雨季經常發生洪水漫淹兩岸造成災害。於下游段

治理計畫實施後，麟洛溪排水匯流口下游段兩岸高水堤防治理

完成，淹水情形遂於中上游段發生，且中上游段近來人口聚落

開發增加，民眾身家財產損失之威脅更形加重，實有接續中上

游段辦理之需要。 
本溪治理區段（中上游）經規劃檢討，為解決兩岸因地勢

平坦且降雨量大時，區域排水不易匯入造成之災害，採整體規

劃綜合治水方案，以設置滯洪池及增加河道通洪斷面為原則，

並擴大兩岸堤防預定線增加洪水緩衝空間，主流與支流銜接部

分往支流方向延長擴大劃設堤防預定線結合區域排水改善，並

配合河川管理，以期全面完成本溪之防洪體系。 

二、流域經理 

(一)上游山區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 
本流域自萬安溪與牛角灣溪匯流口以上屬淺山區，其中僅

零星區塊分布國有林班地，其餘皆為山坡地保育區，山坡地土

地利用以闊葉林為主，其次為果園、鳳梨園，多開墾於河流兩

岸坡度平緩處；集水區內山坡地超限利用主要分布在泰武鄉與

瑪家鄉，多數為宜林地作農業使用，而農業使用亦主要為果

園。本集水區水土保持尚佳，水土保持局歷年之治山防災計畫

也具成果，崩塌地面積已減少至約 6 公頃，主要崩塌地 98.65%
位於非國有林班地範圍內，大部份位於道路與河流鄰近之處，

應再加強果園處與道路邊坡之水土保持措施。  
(二)河口至萬安溪及牛角灣溪匯流口間之下游地區土地利用與流

域開發計畫 
本地區以種植檳榔、蓮霧、芒果為主，本中下游段養殖漁

業興盛。現況土地利用農地約佔 75％、住宅及工業用地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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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池塘與魚塭約佔 5％，水利及其他用地約佔 10％。近年

來土地利用情形受經濟發展村落建設而有所變遷，加以本流域

洪氾地區廣大，為期有效維持計畫水道完整，沿河兩岸低窪地

需適當管理，土地開發利用必須配合河道治理計畫，分級管制

使用，流域之區域計畫或都市發展應避免發生與水爭地情形。

社區、工廠及農場之污水處理亦應注意，以免破壞河川原有機

能，影響生活環境及農業區之自然生態。 

三、水資源利用 

(一)河川水質 
本溪大部分屬農牧業地區，主要係畜牧廢水與生活廢水未

經妥善處理即排放，幾乎全年皆在中度至嚴重污染，此種污染

已使河川正常機能減退，超過河川自淨能力，今後應加強辦理

河川水污染防治工作。 
(二)地下水利用 

東港溪流量除匯集其集水區地表逕流外，尚有隘寮溪沖積

扇頂之補注，包括隘寮圳灌區田間滲漏再湧入河川。東港溪及

高屏溪流域地下水為台灣地區地下水蘊藏量最豐富的地區，估

計於東港溪流域地下水湧入河川水量約每年 3.2 億立方公尺，

僅部分地下水之利用作為補給灌溉之用。 
(三)河川水資源利用 

本流域年平均降雨量約 2,330 毫米、年逕流量約為 9.56
億立方公尺，顯示本溪逕流量相當豐沛；除供應流域內農田灌

溉外，鳳山及港西淨水廠抽取東港溪下游段之地面水及伏流水

供工業及民生用水，年平均引用量約 2.5 億立方公尺，約佔本

流域年逕流量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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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治理計畫原則 
東港溪自下游段治理基本計畫實施後，已完成兩岸高水堤

防工程。中上游段兩岸地勢平坦，河道斷面不足，兩岸已發展

之村落常受洪水浸淹，以往採河川區域管理手段已不符合實際

所需，應繼續辦理中上游段治理，再配合中上游段排水改善；

整體治理以朝向「綜合治水」為目標。 
為解決麟洛溪排水匯流口至萬安溪、牛角灣溪匯流口淹水

情形，應設置滯洪池、配合河道整理、蜿蜒河道處與區域排水

匯流口處擴大用地範圍，以增加河道通洪斷面為原則，以此作

為本溪今後河川治理與管理工程之依據。 

一、綜合治水原則 
除河道治理計畫外，並於上游萬安溪與牛角灣溪匯流口設

置滯洪池、蜿蜒河道處與區域排水匯流口處擴大堤防預定線增

加洪水緩衝空間，且配合區域排水出口改善等原則。 

二、洪水防禦方法與措施 
本溪中上游段兩岸地勢平坦寬廣，河道蜿蜒曲折，且受限

兩岸土地利用、河川特性與地形因素，採導洪、蓄洪與滯洪等

方法加以考慮配合施行，茲將本治理區段依自然及主客觀因素

之不同訂定各河段治理措施如下： 
(一)麟洛溪排水匯流口至泗溝大鐵橋(斷面 23 至 47) 

本段兩岸地勢低平且流路蜿蜒曲折，區域排水匯入多，易

受主流迴水影響，洪災範圍頗廣。為降低主流水位利內水排

出，以減少兩岸浸淹災情，本區域於上游兩支流萬安溪與牛角

灣溪匯流口配合設置滯洪池後，其治理措施以兩岸堤防預定線

擴大增加通洪斷面、區域排水匯流口堤防預定線放寬，納入低

地蓄洪空間，並配合計畫河道斷面進行河道整理、布置護岸等

治理手段為主。 
(二)泗溝大鐵橋至萬安溪、牛角灣溪匯流口(斷面 47 至 57) 

本段地勢平坦，常有洪氾發生，為改善本地區淹水情形，

萬安溪及牛角灣溪匯流口之三角地帶為設置滯洪池之適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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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故本區域之治理措施以滯洪池及兩岸區域排水匯流口擴

大，及配合部分河道整理，於河岸布置護岸。 

三、主要河段計畫洪水量 

(一)各重現期距洪水量 
本流域經綜合治水後修訂麟洛溪排水出口上游各河段之

計畫洪水量，各控制點各種不同重現期距洪水量如下表所示。 
東港溪主流中上游段綜合治水後各重現期距洪水量分配 

單位：秒立方公尺 
重現期 (年) 

控制點名稱 集水面積 
(平方公里) 1.11 2 5 10 25 50 100 

麟洛溪排水匯流前 237 490 1180 1585 1760 1915 2005 2145
頭溝水排水匯流前 177 390 980 1315 1450 1585 1655 1785
佳平溪排水匯流前 102 300 740 975 1060 1155 1195 1315
牛角灣溪與萬安溪 

匯流口後 72 280 660 845 920 985 1025 1125

(二)計畫洪水量 
東港溪屬中央管河川，主要治理區段以 50 年重現期作為

保護標準，實施綜合治水後，麟洛溪排水出口上游各主要河段

計畫流量分配情形如下： 

削減洪峰總量(Qd)=475cms
設計容積=304萬m3

斷
面
33

出流、入流控制
設計條件：Qd1為萬安溪入口堰設計流量、 Qd2為牛角灣溪入口堰設計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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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溪主流綜合治水後計畫洪水量(Q50)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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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道計畫原則 
堤防預定線依下列原則訂定： 

(一)暢洩計畫洪水量，維持排洪能力。 
(二)考慮現況地形、流路、河性，維持河道之自然平衡，並以保持

既有流路為原則。 
(三)本溪地勢平坦，為避免暴雨時兩岸土地長期浸淹，以設置護岸

為原則，檢討現有防洪措施並擴大河道範圍增加滯洪空間。 
(四)儘量利用河川公地，排水流入主流匯流處酌予放寬，以增加洪

水緩衝空間。 
(五)儘量配合已公告之都市計畫、避開村落與重要建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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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河川治理工程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

水道重要事項：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 
依據各河段計畫洪水位，採用河口暴潮位 2.2 公尺作為起

算水位，計算中上游段配合河道整理後之洪水位，中上游各主

要地點計畫洪水位如下表： 
溪別 斷面 河心距(公尺) 水位(公尺) 備註 

麟洛溪排水出口(23) 12,574 8.01 治理終點

興化廍橋 (23.2) 13,423 8.21   
五魁橋 (30.2) 16,948 9.62   
縱貫鐵路橋 (32.2) 18,176 10.19   
潮州大橋 (33.2) 18,516 10.71   
新潮州大橋 (34.2) 19,134 11.03   
萬巒大橋 (42.2) 23,789 14.18   
泗溝大鐵橋 (47.2) 26,649 17.19   
隴東橋 (51.2) 28,574  20.69   
成德大橋 (53.2) 30,141  23.87   

東
港
溪 

萬安溪、牛角灣溪匯

流口 (57) 32,716  31.14  治理起點

(二)計畫水道斷面 
以本次綜合治水措施後之計畫洪水量，所推求之計畫洪水

位作為計畫堤頂高(無加出水高)，計畫水道縱斷面如圖一，計

畫水道橫斷面如圖二。 
(三)其他河道計畫重要事項 

1.防洪工程之施工，應注意保護環境美觀，並配合區域排水整體

景觀營造分區計畫，創造河岸景觀，於都市附近之河道更應配

合都市發展與美化。 
2.麟洛溪排水匯流上游段，河道自然蜿蜒，應避免工程施設截斷

水流，應維持低水流路，讓其自然平衡於高水治理內。 
3.萬安溪及牛角灣溪匯流口與其三角洲之滯洪池，當洪水經滯洪

後，應加強防治流速減緩使泥砂堆積河道影響通洪，以維護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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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池功能。 
4.兩支流與東港溪銜接處，應配合計畫堤頂高予以平順銜接。 

二、主要河川治理工程功用、種類及設施位置 
由於本溪河槽寬淺兩岸地勢低平，為達成預期之防洪目

標，於堤防預定線內，應滿足最小計畫河寬要求，檢討現有防

洪工程，並整理河道以滿足河道通洪斷面積，可有效減小兩岸

洪水氾濫範圍。茲將本溪中上游各河段主要治理工程之功用、

種類及設施位置分述如下： 
(一)麟洛溪排水匯流口至五魁橋(斷面 23 至 33) 

本河段兩岸僅零星處具河岸保護，左岸有五魁寮堤防、右

岸有鳳山厝護岸等，既有護岸高度強度不足者，應沿既有防洪

構造物位置予以加高加強，現況未予保護之河岸，兩岸施設護

岸，計畫河寬如下表所示： 
斷面  計畫河寬 (公尺 ) 備註  
23.1 310 興化廍橋  

24~25 320~350  

26~28 210~280  

29 245  

30.2 380 五魁橋  

31 270  

32 225  

32.2 240 縱貫鐵路橋

33.2 240 潮州大橋  

(二)五魁橋至萬巒大橋(斷面 33 至 42) 
本河段兩岸亦是僅零星處具河岸保護，左岸有頭溝水護

岸、官倉護岸和萬巒堤防，右岸有潮州大橋護岸。兩岸布設護

岸，並儘量維持既有防洪構造物，惟斷面 36 至 41 間，河道蜿

蜒幅度大，呈現流路連續兩起近垂直性轉彎，為保持河性，工

程施作應於滿足計畫河寬要求下，避免隨河道蜿蜒布設，應儘

量包絡低水流路放大洪氾空間。計畫河寬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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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計畫河寬 (公尺 ) 備註  

34 265  

34.2 310 新潮州大橋

35 305  

36 300  

37 670  

38 380  

39 390  

40 230  

41 325  

42.2 220 萬巒大橋  

(三)萬巒大橋至斷面 48(斷面 42 至 48) 
本河段兩岸大部分布置有護岸，左岸有羅康圈護岸、泗溝

大鐵橋上下游護岸，右岸有硫磺崎護岸、泗溝大鐵橋上下游護

岸、泗溝水護岸。現況兩岸河寬不足計畫河寬者須加以改善既

有防洪構造物位置；萬巒大橋至斷面 43 處，河寬不足者，應

依照本計畫加以改善右岸護岸，同樣於斷面 44 間，無法滿足

計畫河寬，應依照本計畫加以改善左岸護岸。計畫河寬如下表

所示： 
斷面  計畫河寬 (公尺 ) 備註  

43 265  

44 205  

45 170  

46 155  

47.2 200 泗溝大鐵橋

48 190  

(四)斷面 48 至匯流口(斷面 48 至 57) 
本河段僅零星處具河岸保護；斷面 48 至斷面 54 間右岸用

地範圍廣大採低地蓄洪，本區段兩岸僅採護岸保護，且斷面

53 至匯流口處治理原則係儘量維持河道自然狀況及生態，以

河川區域管制或其他非工程手段管理。計畫河寬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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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計畫河寬 (公尺 ) 備註  

49~50 660~725  

51.2 230 隴東橋  

52 585  

53.2 200 成德大橋

54 350  

55 255  

56 295  

57 200  

 
綜合上述，東港溪中上游段尚須新建護岸 24,107 公尺。

主要工程內容詳見下表。主要工程布置請見附件一，工程內容

如下： 
東港溪中上游段加高加強及待建護岸工程一覽表 

岸

別 
編

號 工程名稱 長度

(公尺)
備

註

岸

別

編

號 工程名稱 長度

(公尺) 備註 

1 潮州護岸 3,400  4 鳳山厝護岸 807 
現有護岸

加高加強

5 五魁寮護岸 1,990  4-1
鳳山厝護岸

延長 380  

11-1 萬巒護岸 930  6 竹田護岸 3,530  
13-2 硫磺琦護岸延長 1,270  10 竹南護岸 2,470  

17-2 泗溝水護岸延長 440  12-1
羅康圈護岸

延長 890  

19-2 
隴東橋上游護岸

延長 1,150  16 內埔護岸 4,430  

21-2 成德護岸延長 320      
25 成德 2 號護岸 2,100      

左

岸 

小計 11,600  

右

岸

小計 12,507  
合計 2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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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配合措施 
一、綜合治水配合方案 

為因應本地區兩岸地勢低平，洪氾區域廣大，以及隨區域

發展增加，原本中上游段採河川管理手段已不符合今日治理需

求，故東港溪中上游段整治應朝「綜合治水」的觀念，從滯洪、

蓄洪、導洪等方向整體考量，妥為因應，才能奏效。因此東港

溪中上游段之治理計畫除河道治理計畫外，應於本計畫上游萬

安溪與牛角灣溪匯流口設置滯洪池、蜿蜒河道處與區域排水匯

流口處擴大堤防預定線增加洪水緩衝空間，並且配合區域排水

出口改善等方案著手，配合方案說明如后： 
(一)新建滯洪池工程之配合（計畫區上游段） 

東港溪上游兩支流萬安溪與牛角灣溪匯流口處之扇形三

角洲，土地寬廣平坦為保安林地，現未具原有儲砂蓄洪功用，

應施作滯洪池，回復其原有功能，維護水道平衡及避免中下游

地區災害。於本計畫河道治理起點上游處之配合滯洪池削減洪

峰總量約 475cms，面積約 125 公頃，此河道滯洪設施及護岸

改善工程完成後，可有效降低東港溪洪水位約 0.7 公尺~1.0 公

尺。屆時於實施前，權責單位應就現地進行測設、地質鑽探、

地下水位觀測等，並提出滯洪池細部規劃設計書，且訂定詳細

之操作規範，作為後續實施之依據。 
另應嚴防本段因上游滯洪池設置造成河床沖刷下降，管理

單位應視河床變化設置保護工，若設置河防設施時，應考量生

態需求，辦理魚道等相關措施，避免阻斷魚、蝦、蟹類等生物

通道。 
(二)區域排水暨出口改善配合 

本計畫中上游段左右兩岸計有 16 條區域排水，各區域排

水計畫應配合本溪相對應治理區段改善時，一併進行排水治

理，以避免內水排放不易造成淹水，區域排水與本溪治理同時

改善方能顯見整體防洪治水之功效。 
另為使各排水能充分發揮排水效果，避免受幹流洪水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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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低地浸災，依各排水地形因素，考量排水出口設置背水堤

或自動閘門，與配合抽水站抽排。兩岸區域排水匯流口工程布

置建議，如下表所示，提供各區域排水擬定改善計畫時考量，

屆時應由各區排以綜合治水整體考量各排水與外水銜接狀

況，並以幹流計畫水位為基準，模擬分析不同匯流口工程布設

情形，區內浸水改善情形，以提供更確實之方案。  
東港溪中上游段區域排水已位於感潮段外，水位之主要支

配因素為洪水。本區除鳳鳴排水系統、北勢埤排水系統、溝仔

墘排水系統、南門埤排水系統、龍頸溪排水系統及泥埤圳排水

系統等 6 條地勢低窪排水坡度不足外，出口採閘門設置，其餘

排水出口建議以背水堤設置。其中，南門埤排水系統出口需配

合抽水站。 
段別 岸別 排水名稱 抽水站 閘門 背水堤 

鳳鳴排水系統  ○  

北勢埤排水系統  ○  

溝仔墘排水系統  ○  

龍頸溪排水系統  ○  

頓物埤第一秋期幹線(龍頸溪分洪

排水系統)   ○ 

右岸 

泥埤圳排水系統  ○  

南門埤排水系統 ○ ○  

頭溝水(芭樹埤)排水系統   ○ 

萬巒排水系統   ○ 

官藏排水系統   ○ 

硫磺排水系統   ○ 

中游段 

左岸 

佳平溪排水系統   ○ 

新庄排水系統   ○ 

老埤排水系統   ○ 右岸 

中林排水系統   ○ 
上游段 

左岸 成德排水   ○ 

○：表示採用方式 

二、河川區域及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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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係採用計畫洪水位加以推估，

本溪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總面積約 650 公頃，將來本計畫實施

後，因幹流所造成之氾濫狀況可獲致改善。本溪計畫洪水到達

區域，詳見附件二。 
(二)土地利用與區域計畫之配合 

本溪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大部份為以農業使用為主，故對於

整體流域開發計畫影響不大。整體流域土地利用除上述之計畫

洪水到達區域應配合「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之土地利用」管理

外，其餘土地皆可依區域計畫或都市計畫分區使用。 
(三)河川區域管制 

河川區域內之土地，應依據水利法、河川管理辦法及相關

規定辦理。 
(四)堤防預定線外之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配合 

已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施工完成前之區域，應儘量作低密

度使用，如作為其他建築用途，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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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臨近河面應有適當之

護岸工事以維安全。 

三、河道整理維護配合 
為同時解決東港溪水患與泥砂淤積問題，河道整理工程應依

計畫斷面實施，注意深水河槽之整理坡度與深度，清除河道障礙

及河道整理，維持河道穩定平衡，同時注意防洪、跨河構造物基

礎之安全。本治理區段內自治理終點至縱貫鐵路橋、新潮州大橋

至萬巒大橋、泗溝大鐵橋上下游(斷面 45～48)與隴東橋上游(斷面

51～52)等河段，由於河道窄小、流路蜿蜒曲折，致泥砂常淤積於

此處，河川管理單位應於汛期前進行清淤維護管理，以確保河道

通洪斷面足夠。河道整理以深槽整理為主非以全斷面，河道整理

維護措施應分段分期進行，以避免生態系統阻斷，並隔一段時間

讓生態系統回復後再進行下一次工程，依計畫斷面整理河道，在

通洪滿足下，應回復有石塊堆積等形成深潭淺瀨之生物避難空

間。相關權責單位應辦理河道整理工程前，應依據水利法相關規

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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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都市計畫之配合 
東港溪主流之治理計畫範圍內有萬巒鄉與內埔鄉都市計畫

之範圍線外緣與堤防預定線抵觸，萬巒鄉都市計畫區位於東港

溪左岸斷面 41 至 43 間，其範圍線沿河道深槽邊緣劃定；內埔

鄉都市計畫區位於東港溪右岸斷面 49 至 51 之間，其範圍線外

緣與堤防預定線抵觸，請該兩主管機關於都計畫通盤檢討時，

配合本計畫辦理修正，以利排洪及治理計畫之推行。東港溪主

流堤防預定線經劃定後，如與都市計畫有未能互相配合之情

形，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於通盤檢討時應配合本計畫辦理變更，

以利防洪治理計畫之推行。 

五、橋梁工程之配合 
本溪中上游段治理範圍內計有橋梁 9 座，經綜合治水後疏

洪能力檢討結果如下表。其中東港溪之五魁橋、縱貫鐵路橋與

新潮州大橋等橋梁足以安全通過計畫洪水量，興化廍橋、潮州

大橋、萬巒大橋、泗溝大鐵橋、隴東橋與成德大橋等 5 座橋長

度不足者；其中興化廍橋與泗溝大鐵橋橋梁梁底高度亦不足，

為立即需改善之兩座橋梁；隴東橋與成德大橋由於右岸堤防預

定線寬廣，橋梁除跨越主深槽河道，其右岸引道下須需保留 8
平方公尺以上之通洪斷面積。 

為確保橋梁本身安全及暢洩計畫洪水量，橋梁主管單位應

配合防洪工程之實施，或於橋梁單獨改建時配合本計畫辦理，

如有新建橋梁時亦應配合本治理計畫。另外橋梁主管單位應注

意橋梁橋墩基礎之保護，儘量以無橋墩或河道主流不落墩的原

則設計施工，若採落墩型式時，應定期辦理橋梁監測維護，以

維持橋梁及河防安全。 



15
 

 
通洪問題

橋梁名稱 
道路 
編號 

及型式 

計畫 
洪水
位 

(公尺) 

現況
橋長
(公尺)

現況
梁底
高程
(公尺)

長度
不足

梁底
高度
不足

計
畫
河
寬

(公尺)

改善建議 備
註

興化廍橋 產業 
道路 8.21 120 8.01 ˇ ˇ 310 應立即改建  

五魁橋 189 縣道 9.62 381 12.01   -  * 
縱貫鐵路

橋 鐵路 10.19 239 13.06   -   

潮州大橋 屏85鄉道 10.71 214 12.68 ˇ  240 橋梁延長改建  
新潮州大

橋 台 1 省道 11.03 360 14.14   -  * 

萬巒大橋 187 縣道 14.18 121 15.73 ˇ  220 橋梁延長改建 * 
泗溝 

大鐵橋 
屏 100 
鄉道 17.19 98 17.2 ˇ ˇ 200 應立即改建  

隴東橋 屏 107 
鄉道 20.69 151 22.19 ˇ  230

保留原橋梁，但右岸引
道下須保留 8 平方公
尺以上之通洪斷面
積，以利引道兩岸水流
流動 

 

成德大橋 屏 98 
鄉道 23.87 151 26.53 ˇ  200

保留原橋梁，但右岸引
道下須保留 8 平方公
尺以上之通洪斷面
積，以利引道兩岸水流
流動 

 

註： *橋斷面與河道斜交  

六、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工程之配合 
本流域上游萬安溪與牛角灣溪匯流口以上屬淺山區，崩坍

地、地滑地或開發不當等均為泥砂之主要來源，尤以洪水流經

萬安溪及牛角灣溪匯流口所施設之河道蓄洪空間後，流量減

少，將導致泥砂更易淤積，故集水區內應嚴格限制坡地超限利

用，並加強水土保持工作，有效控制泥砂流出坡面，以確保河

川治理績效、水質環境保護，促使流域經理整體計畫實施。 

七、河川管理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理 
水道治理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內之土地，為防止水患應嚴

禁有水利法規定禁止之行為，若經許可使用，應依「水利法」、

「河川管理辦法」及相關規定加強河川管理工作，以確保計畫

洪水之暢洩；另已許可之高灘地使用，河川管理機關應依法與

現實條件，評估是否可於期限到期後不再同意使用，以利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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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洩和河川生態保育、回復生物多樣性。 
(二)生態環境之維護 

河川水質之改善有助生態環境豐富度增加，本流域內因經

濟發展，工廠廢水，養猪廢水及家庭污水等污染源日益增加致

使河川中、下游水質日漸惡化。為維護河川水質及其正常機

能、增加可用水源，並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生態環境，污染源

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加以取締或飭令其改善。 
另為達到水質保育之目的，各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應： 

1.增加水質水量監測措施，配合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嚴格執行

污染管制。 
2.興辦都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杜絕都市污水造成污染。 
3.加強工業污染之排放管制。 
4.加強畜牧業之管理及管控固體廢棄物之改善處理。 

於生態環境之維護部分，首當降低棲地之干擾，應盡力維

護棲地與追蹤生態物種，原生植被自然演替，並減少民眾對濱

岸生態環境之破壞行為，如砍伐、種植低莖作物、傾倒垃圾等。 
(三)河川區域環境之維護與管理 

本溪流經屏東縣萬丹鄉、潮州鎮、竹田鄉、萬巒鄉及內埔

鄉等許多村落，嚴禁垃圾及廢棄物堆積於河川區域內，阻礙洪

水宣洩並破壞環境及河川水質，若有發現上述情形，管理機關

應加強管制取締，以維護環境及洪流之暢通。 

八、防災管理配合事項 
本溪治理保護標準為 50 年重現期，超過保護標準時，請相

關權責單位宣導低窪地區民眾往鄰近安全地區暫時避難。依洪

水警報發布時間長短選擇避難地點，如疏散時間較長，盡量選

擇可納人數、物資較多之避難場所；若疏散時間較急迫，為保

護居民安全則以較高樓層作為避難地點。 
另地方政府應於颱風豪雨時期對避災地點充實必要物資，

辦理相關救助及規劃避災場所，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 
針對新建跨河構造物設施，應於影響範圍區段內整體檢討

跨河構造物，以減少對河防安全之衝擊，再據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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