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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後池堰起至三峽河匯流口止)(第一次修正)(初稿)」及「淡水河水

系大漢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圖(第一次修正)(初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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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治理計畫(由石門水庫後池堰起至三峽河匯流口

止)(第一次修正)(初稿)」及「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

地範圍線圖(第一次修正)(初稿)」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9月 14日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桃園市大溪多目標體育館及文化會館演藝廳 

參、主持人：曾副局長鈞敏                                 記錄：江仲翔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出席人員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簡報：(略) 

柒、與會單位意見： 

地方民眾 

一、 現有河床寬度已足夠，本次規劃檢討將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再劃寬並納入私人土地，請規劃單位再次確認洪氾區域，避免影響人

民權益。 

二、 大溪溪後池堰下游村莊正處洩洪水流直沖範圍，已多次陳情，請協助

改善，並請研議徵收河川區域內之土地。 

三、 河川區域之土地因受限水利法規，造成土地使用遭受限制並影響地

價，請政府考量民眾之需求，提出對策。 

四、 如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後確認土地劃出河川區域，請求

變更為農地，以便後續利用。 

五、 崁津部落附近之水龍社區，以前政府輔導成立蘭花觀光專區(公有

地)，民眾在此投入大量心血，今又將受到水利法規的管制，請調整劃

出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外。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林副局長日龍 

一、 本局基於保護原住民族行政的立場，建請規劃單位將崁津部落劃出水

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外。 

陳治文議員辦公室 伍坤全主任 

一、 堤防興建可保障民眾生命安全，請規劃單位以民眾生命安全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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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施作堤防之可行性。 

李柏坊議員 

一、 本案經審議通過後請副知地政及管理機關，以更新土地之用地類別。  

二、 大漢溪上游區段屬水質水量保護區，請規劃單位評估將兩岸施作堤

防，形成蓄水範圍，以增加蓄水量，廢水也不易流入大漢溪中，藉此

可更提升水質，保障民眾飲水安全。 

孫立法委員大千 

一、 請規劃團隊以保護民眾生命安全為優先，並評估對民眾擾民程度最低

的方案去施行，少數民眾提出的問題請視為個案並妥善處理之，務必

要把對民眾的影響降到最低。 

捌、結論： 

一、 有關大漢溪後池堰下游部分，經查屬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內，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刻正辦理河道整理工程之相關前置作業。 

二、 本計畫防洪策略主要係以管理代替治理以及配合洪水預警與緊急避難

措施，後續仍應研擬妥適之疏散避災計畫，並加強民眾防救災演練以

減少洪患損失。 

三、 感謝民眾及各方與會代表所提出之寶貴意見，有關本次治理計畫線及

用地範圍線劃設及治理工程佈設等原則問題，請水利規劃試驗所考量

地方的意見，並於水利署的審查會議中提出，俾與審查委員充分溝通。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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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 
 

 

地方說明會 

2015 年 9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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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大綱 

 計畫洪水量 

 水道治理線修正 

貳 

參 

伍  配合措施 

 緣由及修正範圍 壹 

肆  治理措施 



壹 
緣由及修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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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2年12月
公告「大漢溪
治理基本計畫」 

民國85年1月公告
「大漢溪上游段
治理基本計畫」 

民國102年1月28

日核定「淡水河

水系大漢溪治理

規劃檢討」報告 

公告迄今已逾20年，
重新檢討修正治理計
畫(第1 次修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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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告 

• 82年，石門都市計
畫界─三峽河匯流
口，長約26公里。 

• 85年，石門水庫後
池堰─石門都市計
畫界 ，長約1公里。 

本次修正 

• 石門水庫後池堰─

三峽河匯流口，長
約27公里。 



貳 
計畫洪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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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100年重現期距為計畫洪水量  

6 

治理河段 

石門水庫歷年重大土砂災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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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利颱風事件 

93年8月艾利颱風於石門水庫平均降雨

量達967毫米，峰流量高達8,594 CMS。 

後村堰沖毀 



8 

100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量  

•斷面86右岸 位置 

• 10.39公頃 面積 

•阿姆坪防淤隧道 土地使用 

•斷面84-82左岸 位置 

•23.39公頃 面積 

•河濱荒地、崁津
部落 

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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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量  

•斷面69左岸 位置 

•2.22公頃 面積 

•中庄調整池用地 土地使用 

•斷面51右岸 位置 

•2.85公頃 面積 

• 砂石場、農地 土地使用 



參 
治理計畫修正 

10 



水道治理計畫線修正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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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暢洩計畫洪水量，維持排洪能力。 

2.考慮現況地形、流路及河性，以求河道穩定。 

3.盡量利用現有堤防、護岸等防洪設施。 

4.盡量配合公告之河川區域線及都市計畫及兩岸重要交通建設。 

5.盡量保留自然河幅寬度，以保留氣候變遷調適之空間。 



 石門水庫後池堰~永福溪匯流口 (斷面91-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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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公告用地範圍線 

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 

修正用地範圍線 

修正水道治理計畫線 



 永福溪匯流口~鳶山堰 (斷面74~65-1) 

 (斷面74~70) 河寬約400m 

 鳶山堰(斷面65-1) 1,200 m漸變至300m 
13 

圖例 

公告用地範圍線 

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 

修正用地範圍線 

修正水道治理計畫線 



圖例 

公告用地範圍線 

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 

修正用地範圍線 

修正水道治理計畫線 

 鳶山堰~三峽河匯流口   (斷面65-1~斷面51上游230m) 

 

 鳶山堰(斷面65-1)300m漸變至斷面64A的520m 

 斷面64A ~三峽河匯流口維持計畫河寬5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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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治理措施 

15 



 斷面90A~89約600m之河道整理工程，
以放寬流路，並提供未來水庫淤泥下
移之操作空間 

 溪洲護岸延長工程(400m)，
保護溪洲圳、河岸房舍及增
加後池堰河道空間之可及性。 

保護房舍 

溪洲圳 16 



預警疏散避難 原住民之安全 

17 

河川治理措施(管理) 
 預警及臨時搶險避災機制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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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名稱 警戒定義 

三級警戒水位 河川水位預計未來2小時到達高灘地之水位。 

二級警戒水位 河川水位預計未來5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一級警戒水位 河川水位預計未來2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水位站名 
103警戒水位 

一級 二級 

柑園橋 20.3 17.9 

三鶯橋 44.6 43.6 



伍 
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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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 

計畫洪水區域土
地利用 

預警疏散避難 

  排水流入工 

跨河建造物 

生態維護保育 

後村堰廢棄堰體
處理 

樹林(山佳地區) 

現況荒地為主 

原住民之安全 

主流刷深基準點
下降 

長期刷深(3座) 

堰壩及固床工 

左120m右整理 

桃園大溪都市 

儘量農業綠地 

堰壩警報廣播系
統 

高崁緩坡化 

長期全拆配合河
道整理 

地方研擬計畫
演練 

施設動物通道 

20 

石門水庫防淤隧
道工程 

匯入河道水流交
角 

縱向沖淤衝擊(三峽
河匯流處淤積) 

龍潭石門都市 

橋長不足(2座) 大溪橋特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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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約38.85公頃，均為地勢較為低
漥區域。 

• 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應做為農業或綠地使用，
如作為其他建築用途，應自行有適當防範措施。 

計畫洪水到達
區域土地利用 

• 樹林（山佳地區）、大溪都市計畫均有小部分位於河
川域區內。 

• 位於河川區域內之龍潭石門都市計畫，仍有小部分為
自來水事業用地 

都市計畫之配
合 

• 河道內崁津部落及三鶯部落原住民之安全，應經常檢
查警報廣播系統之操作。 

• 桃園及新北市政府應研擬疏散避災計畫並加強演練。 

洪水預警與緊
急疏散避難之
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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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