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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淡水河
防洪治水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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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序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局長

淡水河靜靜流過臺北盆地，全臺近三分

之一人口在此安身立命，經濟蓬勃發展，

早年一場場颱風洪水侵擾，水漫千頃，每

每造成莫大生命財產損失。

民國45年本局自臺東關山移駐板橋

後，即全力進行淡水河系之整治規劃與治

理等工作，完成包括「大臺北防洪」、

「基隆河治理」、「員山子分洪」等建

設，以編制員額僅66人，持續守護著防

洪第一線，捍衛首善之都免於洪氾。

大家常說水利人是沉默的，總是安靜甚

至是傻傻地做，不求回報、不求掌聲，秉

持「水利是一項功德」的精神戮力不懈，

在每個颱風夜裡，當近700萬人仍能高枕

入眠、平時則盡情悠遊波光綠色水岸之

際，背後是這群水利人夙夜匪懈，數十年

來默默屹立呵護著。

為了整理及見證多年努力成果，本局特

地彙集各項水利建設珍貴相片，輔以簡要

文字說明，以不同於以往的面貌呈現這條

生命之水、城市之河，期待大家攜手努力

共同維護得來不易的成果，也記錄下水利

人的汗水與身影。

基隆市基隆市

臺北市臺北市

新北市

宜蘭縣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大內坑溪

塔寮坑溪

鶯歌溪

基隆河

深澳坑溪

景美溪

新店溪

大漢溪

三峽河

淡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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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河川局業管區域
河川：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景美溪、大漢溪、三峽河、磺溪

區域排水：塔寮坑溪、鶯歌溪、深澳坑溪、大內坑溪

海岸：新北市與基隆市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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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位於臺灣北部，幹流全長158.7

公里，流域面積約2,726平方公里，僅次

於濁水溪及高屏溪，為臺灣第三大河流，

流域內包括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基

隆河、三峽河、景美溪等支流的集水區，

為經濟部水利署十河川局主要管轄業務。

流域內行政區域包括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基隆市、新竹縣及宜蘭縣，其中

大臺北都會區（臺北市、新北市）為我國

政經中心所在。

歷年來已實施「臺北地區防洪計畫」、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前期計畫）」等

政策，有效提升臺北地區防洪能力。淡水

河系現有石門水庫、翡翠水庫等兩座大型

多功能水庫，兼具防洪、水資源、發電、

灌溉等用途，肩負大臺北地區民眾民生及

工商業用水任務。

淡水河流域地形特殊，上游流域面積產

生之大量洪水，均匯流於下游臺北盆地河

道內，又近年因氣候變遷、土地都市化程

度擴大、地質條件退化等外在因素，使得

流域承受災害能力降低，流域水土災害風

險性升高。

流域內人口稠密，都市內土地缺乏自然

休閒場域，故河川區域除原有之通洪功能

外，尚必須兼顧休閒遊憩功能(球場、自

行車道、公園綠地等)、污染改善功能(人

工濕地、礫間處理等)、生態保育功能(濕

地、水域、陸域生態等)，綜此種種因素

與課題，第十河川局秉持著流域治理，總

合治水概念，實施整體規劃及經營管理。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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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溯翠谷
禮讚景美溪風華再現 

川渠縱橫
中央管區排智慧治水 

川流不息
築堤束水 抽排導流 

川梭河岸
防汛大使守護淡水河 

川匯入海
海堤禦潮渾然天成 

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 洪汛期隨時備戰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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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詠 400 年美麗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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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基隆河匯流入海

川閱淡水河 
吟詠400年美麗的詩篇
詩人林良「懷念淡水河」 的詩作裡， 

淡水河五彩繽紛，晨昏晝夜、霞光月色下各有千秋。

晨曦中，她是柔媚的、綠色的淡水河； 艷陽下，她是歡躍的、藍色的淡水河；

彤霞夕照，她是美麗的、金色的淡水河；月光輕拂，她變身潔淨的、銀色的淡水河。

啊！看她千遍不厭倦，讀她萬回依舊是美麗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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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因為航運便利，早年各國來臺經商的企業，都沿著淡水河沿岸發展，

讓淡水河躍升為大臺北地區的重要政商經貿據點。日據時代，日本人利用河水

作為大臺北地區的自來水用水，並以水力發電；戰後國民政府則在上游興建水

庫。至此，淡水河成為名副其實的大臺北生命之水。

伴隨著大臺北區域的發展，淡水河流域社會、經濟、環境均與時變遷，拓墾

迄今，歷時數百年，見證了大臺北地區樓起樓塌、興衰風華。

川梭時光河廊
走讀淡水河繁華世紀

回顧早期航運功能，淡水河使艋舺、大稻埕成為臺灣北部經貿匯集的聚落，

如今變身成為人文薈萃緬懷歷史的新景點；近年來政府及民間都體認到，淡水

河在歷史人文及自然資源上的重要性，積極地防洪減災並加強親水、遊憩機

能，讓淡水河逐漸恢復生態環境，除維持流暢的排洪疏水的功能外，更讓這條

大臺北人的母河－淡水河，成為大臺北人的人文中心，重現百年風華。

朝陽從大屯山頂露臉，普照大臺北盆地。晨曦中，觀音山俯瞰，魚肚白天空下的淡水河；在昏

黃的街燈下，閃爍七彩琉璃色彩，靜謐的河岸多了幾分流金風采，份外令人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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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位於臺灣北端，東北及西北

以大屯山、觀音山等與海岸相隔，東南以

阿玉山、紅葉山等與蘭陽溪為界，西南以

品田山、大霸尖山等與大甲、大安、頭前

諸溪為鄰，流域面積2,726平方公里，主

流長158.7公里，為臺灣第三大川，它不

僅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大臺北盆地精

神與文化的表徵。

淡水河系周邊居民近700萬，佔臺灣總

人口約30%，流域涵蓋新北市、臺北市、

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以及宜蘭縣的

一小部分，主流上游為大漢溪，最遠源頭

位於品田山，大漢溪與新店溪於板橋江子

翠合流後，始稱為淡水河，再向北流至淡

水油車口注入臺灣海峽，長度23.7公里。

淡水河流域內有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景美溪等河川；大漢溪上

游有石門水庫，新店溪的支流北勢溪有翡翠水庫，基隆河流域則有新山水庫與西

勢水庫，提供各類水資源用途及水域活動使用，供應臺北盆地部份飲用水源，為

臺灣北部最重要的一條河川。

從空中鳥瞰淡水河沿岸風光，不僅是視覺享受，更可以看見點滴建構，成就出

的綺麗水悅風光，而人們臉上展露的笑顏，更是幸福的最佳註解。

大漢溪、新店溪於板橋江子翠匯流進入

淡水河

觀音山下淡水河日出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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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二重疏洪道於五股獅子頭匯流入淡水河
淡水河大稻埕水岸(今/現況)

淡水河大稻埕水岸(昔/民國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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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分導束
大臺北地區防洪計畫

大臺北防洪計畫行政院於民國68年核

定實施，至87年完成興建，歷時19年、

分3期治理竣工，總投資金額1,158億元。

涵蓋11,875公頃土地，主要工程以「蓄

洪、分洪、導洪、束洪」等四大工程手

段。蓄洪工程部分調豐濟枯，擘劃治水排

洪工程，搭配上游兩座水庫―翡翠及石門

水庫；分洪工程則有二重疏洪道；導洪是

河道疏濬及五大垃圾山移除；束洪工程則

是在臺北都會沿岸，興建堤防長達57公

里，以建構大臺北都會區整體防洪保護體

系，保障近700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同

時也建構河岸兩側的環河快速道路網，大

幅改善區域交通；另外，在堤防興建時也

配合河道疏濬計畫，進行整治淡水河流域

兩岸，提供600公頃高灘地，供民眾休閒

運動，並保留大片濕地維持更佳的生態保

育環境。

民國73年10月徵收拆遷二重疏洪道沿

線2萬多戶住宅，始建構一條具有滯洪排

洪、長達7.7公里的疏洪道，讓臺北盆地

的民眾免於水患。
民國101年8月蘇拉颱風，二重疏洪道飽納洪峰，創下開設後28年來的新高水位6.5公尺，但周遭

市區安然無殃。次日洪水雖退，疏洪道內仍可看到黃泥處處

二重疏洪道施工前

二重疏洪道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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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盆地原本是一座大湖泊，在清康熙

時代淤積，形成今日面貌，其中標高20

公尺以下的面積，廣達240平方公里，低

窪部分約500公頃，標高接近海平面，甚

至比海平面更低，這種像是碗狀的地形，

在先天條件上即不利於排水及防洪治理。

臺北盆地內最主要的河川大漢溪、新店

溪及基隆河，分別從3個方向流入盆地，

再匯聚成淡水河流入臺灣海峽，由於這3

條支流都發源於高山峻嶺間，流短坡陡加

上關渡有如葫蘆型的窄小隘口，每逢颱風

或豪雨洪水量特大，若又逢漲潮，從上游

奔流下來的洪水，因河槽狹窄無法暢洩，

內水、外水夾攻，下游河岸都會的低窪地

區，例如：三重、蘆洲、五股、新莊、樹

林及板橋江子翠等地，容易氾濫成災 ，

其中又以民國52年的葛樂禮颱風最為慘

重，連日豪雨，使得整個大臺北地區，頓

成汪洋，淹水面積廣達1萬4千多公頃，

受災時間長達三天三夜。後來二重疏洪道

建闢完成，有效發揮疏洪作用，20多年

來，成功地將洪峰導疏於二重疏洪道內，

讓周遭市區免於洪水侵犯。

歷年重大洪水災害

民國48年

畢莉颱風

臺北橋水位5.2公尺，淹水面

積7,658公頃

民國50年

波密拉颱風

臺北橋水位5.32公尺，淹水面

積11,142公頃

民國51年

愛美颱風

臺臺北橋水位5.5公尺，淹水

面積10,712公頃

民國52年

葛樂禮颱風

臺北橋水位6.7公尺，淹水面

積14,582公頃

民國76年

琳恩颱風

基隆河淹水面積1,322公頃

民國85年

賀伯颱風

全臺淹水面積約計35,000公頃

，社子、板橋地區最慘重

為了徹底消弭洪水災害，政府於民國

49年起，即著手進行規劃臺北地區整體

防洪計畫，歷經長期研究，於民國62年

由經濟部水資源局統一規劃委員會提出

建議方案，報奉行政院核定，從民國68

年展開，長達19年、分三期執行的整治

工程。以200年洪水頻率作為設計保護標

準，沿淡水河及其支流兩岸興建堤防，因

臺北橋隘口沿岸房屋密集，無法拓寬，因

此開闢二重疏洪道，以疏解新店溪及大漢

溪的洪流。

民國52年9月強烈颱風葛樂禮水淹臺北，圖為延平北

路二段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實施程序圖手繪稿（原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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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北防洪計畫，以200年重現期為防

洪保護標準，出水高以500年不溢堤為

準。保護近700萬人口、涵蓋面積約240

平方公里，自完工後，歷經象神(民國89

年)、納莉(民國90年)、艾利(民國93年)、

科羅莎(民國96年)、蘇拉(民國101年)等

颱風，均能發揮防洪功能。

期程 工程項目 工程費(千元)

一期

71-73年

三重堤防4,257公尺

蘆洲堤防4,558公尺

疏洪道堤防左5,467公尺右7,730公尺

疏洪道入口工程

排水幹線

抽水站

用地補償454公頃

9,899,439

二期

74-76年

三重堤防4,257公尺(加高4.0公尺)

蘆洲堤防4,558公尺(加高4.0公尺)

疏洪道堤防

    左5,467公尺(加高2.2公尺)

    右7,730公尺(加高2.2公尺)

    右2,368公尺(加高4.0公尺)

五股排水計畫

抽水站擴建2座(蘆洲、鴨母港)

臺一線疏洪道高架橋工程(即重新大橋)

中興橋改建

6,354,400

三期

77-85年

大漢溪堤防26,850公尺

疏洪道堤防7,370公尺

水門18座

排水幹線23,303公尺

抽水站14座

浮洲橋改建

103線成蘆大橋新建

108線中興橋新建

大坑溪堤防缺口保護工程

大漢溪沿岸舊垃圾遷置造林計畫

99,602,680

總計 115,856,519

大臺北防洪計畫流量，新店溪為10,300

秒立方公尺，大漢溪為13,200秒立方公

尺，兩溪會流後的淡水河洪流量為23,500

秒立方公尺，另由二重疏洪道分疏洪流

9,200秒立方公尺，關渡以下河口流量為

25,000秒立方公尺。

石門埧

淡水河200年頻率洪峰流量示意圖
單位︰秒/立方公尺

台灣海峽
25,000

淡水河

25,000

9,200

14,300

10,300

新店溪

13,200

大
漢
溪

油車口

淡水

關渡
磺溪

外雙溪

五堵

基隆河

台北市

中山橋

高速公路橋

台北橋

中興大橋

中正橋

景美溪

新店

北勢溪

南勢溪

三重

板橋

縱貫線鐵路

橫溪

三峽河
後池堰

獅子頭

觀音坑溪

冷水坑溪

大窠坑溪

塔寮坑溪

大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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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疏洪道
汛排洪 旱休閒

二重疏洪道開闢後，空中鳥瞰，綠帶環腰

二重疏洪道位於臺北都會區，是條長7.7公里、寬450公尺，面積達424公頃的排洪

道，左右堤岸與新北市的五股區、新莊區、三重區、蘆洲區相鄰，為大臺北防洪計畫

之一環，設計之初主要目的為防洪排水，後來延伸兼具休閒環保功能。

歷經20多年來，中央與地方合力規劃整治綠美化，除發揮其主要防洪減災效能之

外，二重疏洪道內的疏洪道路，還發揮了疏解市區交通的功能，場域內的綠地，更是

民眾周休二日遊憩的好地方，也設置了許多休閒設施，例如：棒球場、籃球場、微風

運河、自行車道、及綠美化的花草植物，平添二重疏洪道多采多姿的風采，再加上機

場捷運三重站(A2站)完工後，站體連通二重疏洪道的綠地，又兼觀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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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疏洪道整治前(右圖)後(左圖)對比

五股獅子頭隘口拓寬前及關渡橋尚未興建前的二重疏

洪道及淡水河道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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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沿岸蘆洲、三重地區，早年常飽受水災之苦，為了徹底消弭災害，大臺北地

區防洪計畫，沿淡水河及其支流兩岸興建堤防，但因臺北橋隘口沿岸已高度發展，拆

遷不易，無法拓寬，因此開闢二重疏洪道，利用大漢溪與新店溪合流處的天然溢洪

地區，設疏洪道入口，疏分洪流到關渡一帶，再匯入淡水河下游，不僅可提高疏洪效

果，更可以減輕淡水河在臺北橋河段流量的負荷。

另外在疏洪道入口設置固定堰控制，可使較小的洪水仍可以流經臺北橋，維持淡水

河原有的自然流量，避免淤積。

二重疏洪道
Hold 住強颱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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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拉颱風在民國101年8月挾帶強風豪

雨襲臺，山洪奔流而下，又逢大潮，惡水

宣洩不及，匯集導入二重疏洪道，創下

28年以來最高水位紀錄，達6.55公尺，

使板橋、三重、蘆洲、五股、新莊及臺北

市萬華等市區，均倖免洪患侵襲。

民國101年612豪雨，二重疏洪道發揮

蓄洪量，吸納洪水讓市區免於淹水之苦

(上圖)，同年8月蘇拉颱風襲臺，創下28

年以來最高水位紀錄，達6.5公尺，整排

的路燈僅露出白頭，幾近滅頂。洪水全部

蓄束到二重疏洪道，市區完全遠離水患，

人們終於見識到二重疏洪道，所發揮的滯

洪排洪的功力。

鳥瞰二重疏洪道出口

淡水河新北市三重區沿岸，堤防外是忠孝碼頭，堤防內土堤植栽綠美化，土堤上寬敞的步道，防洪又休閒

二重疏洪道大臺北都會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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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游瑞金九
細看基隆河流金歲月
無論是現代詩人向陽筆下的 " 春雨基隆河 " 是河水湯湯、春雨茫茫般的虛無飄緲；

或是作家郭鶴鳴 " 幽幽基隆河 " 文中的嗚咽泣訴、烏濁鬱鬱的混沌死去，

基隆河，她，盡看大臺北的榮枯興衰，

基隆河交織著大河子民 400 年來的人文歷史流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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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汐止過港堤防

昔日水返腳
惡水之鄉變身綠色汐止

基隆河發源於新北市平溪菁桐附近，

流經瑞芳、基隆、汐止、南港之後進入

臺北盆地，於關渡注入淡水河主流段，

為淡水河水系三大支流之一，幹流長達

89.4公里，流域面積491平方公里，實際

上主流及其支流主要分布於新北市與臺

北市。

基隆河整治之後，為大臺北創造出277

公頃的新生地，以及224公頃的河濱公

園，為臺北市區增加幅員廣闊的住商用

地，豐富都市水岸景觀，更珍貴的是營造

出一個親水、綠化的美好生態環境。

河岸整治以階梯及緩坡種植草皮植被興

設，既保留原生的植物生態環境，加上人

工植被，建構具自然生態景觀又防洪保水

的河岸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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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早年沿岸每逢豪雨必成災，民國

76年琳恩颱風及82年提姆、87年瑞伯和

芭比絲，近來的89年象神及90年納莉颱

風，汐止、基隆可說是逢強颱必淹，災損

嚴重，為了徹底解決洪患，行政院於民國

87年即指示加速「基隆河治理工程初期

實施計畫」，初期以保護10年重現期距

洪峰流量為標準興建護岸，分三期施工完
民國89年象神颱風暴雨成災，洪患淹沒五堵車站

民國89年象神颱風，汐止江北橋附近社區汪洋一片

民國90年納莉風災來襲，圖為千祥橋上游

民國90年納莉風災，八堵鐵路橋遭惡水沖毀，交通中

斷

基隆河北山區段整治後的水岸生態及自行車道，防洪

又休閒

成防洪計畫，民國101年強颱蘇拉來襲，

汐止未傳出災情，顯示成果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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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淡水河系其他支流，基隆河最為

平緩，但流向卻很奇特，一路蜿蜒曲折，

造成自然排洪條件不佳，再加上兩岸人為

開發與水爭地，造成每逢豪雨必成災。

第十河川局在民國91年，完成初期治理

後，水利署動員所屬8個河川局人力，克

服用地取得困難等不利因素，與時間賽

跑，在民國93年12月底完成整體治理，

合計完成護堤長度兩岸達49公里，並提

供基隆市約30公頃、臺北市及新北市約

37公頃河川綠帶休憩空間，總保護面積

達1,029公頃。

基隆河治理沿革表

年份(西元) 1982-1996年 1998-2001年 2001-2005

計畫名稱 臺北地區防洪計畫 基隆河初期治理工程

實施計畫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前期計畫)

治理範圍 關渡至松山 南港至七堵 南港至瑞芳

治理標準 200年頻率計畫洪

水量

10年頻率計畫洪水

量

200年頻率計畫洪水位

計畫內容 築堤\興建抽水站水

門\截彎取直\洪水

預報

河道疏濬\護岸\築堤

\興建水門\抽水站橋

樑改建

員山子分洪\築堤\興建水門抽水站

\護岸橋梁改建\水土保持\洪水預

警及淹水預警系統建置

基隆河魚桀魚坑段102年10月完工後現況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 前期計畫 ) 區段堤防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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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河八堵段整治後，基隆市八堵區達到200年保護標準

基隆河汐止橋東堤防 基隆河汐止水尾灣段



員山子分洪
360 度解析

員山子分洪進水口

過去，基隆河被比喻成北臺灣的「盲腸」，由於過度開發造成河道窄縮，沿岸的基

隆、汐止等地可說是逢雨必淹，尤其汐止一帶，每逢颱風或豪雨，就成為各新聞臺

SNG車駐守等待拍攝災情的據點，後來十河局採用「蓄、分、導、束、避」多元治水

策略，上游分洪、下游束洪的流域管理方式進行整治，在瑞芳興建員山子分洪，工程

完成後，洪水產生時，將上游流下的部分洪水，經由分洪道直接排入海，對降低中下

游地區的洪峰水位效果顯著。汐止往日淹水的夢魘已不復存在，曾經「腰斬再腰斬」

的房價也開始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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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山子分洪道位於基隆河上游瑞芳瑞柑

新村旁，採用工法就是於該地開鑿出一條

內徑12公尺，長2.5公里的分洪隧道，是

全東南亞最大的分洪道，在200年頻率洪

水來臨時，可將上游81%的洪水，直接排

放入東海。平日不分洪時，則維持河道的

自然流量，以保護下游生態。值得一提的

是，員山子分洪道入口是採用無人控制，

水到達一定高度，自然溢流至分洪隧道，

可避免人為失誤。

自動分洪水位為63公尺，完成後可導

引1,310秒立方公尺水量引入東海，執行

經費計約新臺幣63億元。

基隆河水經由員

山子分洪道，流

至深澳港東方排

入東海

員山子分洪工程，於民國92年11月隧道洞口施工情形

員山子分洪工程隧道內，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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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山子分洪完工後，逢強颱洪災，適時

發揮分洪效能，完工至今(民國102年10

月)，已成功啟用分洪27次，其中分洪最

大流量為民國101年蘇拉颱風期間，排出

1,879萬立方公尺的洪水量，相當於一萬

個標準游泳池的水量。
民國101年8月蘇拉颱風期間 ，員山子啟動分洪，水位創新高達65.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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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貫古今
悠遊大漢溪世外桃花源
詩人筆下的大漢溪”初秋九月三鶯橋”，秋草茫茫、白雲皓皓，

寫的盡是大漢溪下游的蒼茫。

溯溪而上，夾岸翠綠，靈秀清麗，流露的是「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的悠閒與寂寥。

大漢溪猶若悠遊於陡峭山間的翠綠精靈，從石門 90 度大彎轉與陷落，叫人驚艷，

綿延河階，夾岸對稱，綠川翠谷交錯垂落，碧波流轉的大漢溪，

洗滌桃園臺地這方世外桃花源。她，潺潺流訴千年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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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原名大嵙崁溪，位於臺灣北部，

為淡水河系三大主要支流之一。發源於品

田山，流經新竹縣之尖石、關西，桃園縣

之復興鄉、龍潭、龜山、大溪及新北市的

鶯歌、三峽、樹林、土城、板橋、新莊、

三重，於江子翠匯入淡水河，主流長135

公里，流域面積1,163平方公里，平均坡

降1/37，主要支流有永福溪(亦稱烏塗堀

溪)及鶯歌溪、三峽河及塔寮坑溪。大漢

溪上游為石門水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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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流域中下游為臺地及沖積平原，

境內交通發達人口密集，土地高度開發，

屬大臺北都會區，政經地位重要。然而上

游河床坡降較陡，水力蘊藏豐富，後來地

殼運動，把「舊石門沖積扇」抬高，形成

今日「桃園臺地」，經過前後河道遷徙4

次，現在河道在石門一帶轉彎，斜穿過鶯

歌，西流入海。

大漢溪上游羅浮橋段，青山綠水景色宜人

大漢溪上游集水區，水質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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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沿岸河階原本是平埔族人所定居

的地方，在清朝康熙年間獲准開墾，在臺

北盆地逐漸形成聚落，清朝末年更在列強

威脅下開放北部港口，沿岸新莊、三峽、

大溪等地發展成經濟重鎮，後來航運衰落

加上泥砂淤塞不利行船，日漸失去交通重

要地位，沉寂為平凡小鎮，所幸歷史傳承

的文化資產，賦予與眾不同的特色，在百

年後仍然發光發亮。

惡水橫逆！民國101年的蘇拉颱風挾帶

強風豪雨，加上大潮雙重效應，惡水宣洩

不及，大漢溪溪水暴漲，所幸經年防洪治

水整治有成，水患橫逆之際，大漢溪適時

發揮滯洪排洪功能，確保流經區域包括土

城、板橋、新莊等政經重鎮，倖免於洪水

侵犯。主要是近年來，第十河川局於大

漢溪沿岸逐年陸續興設了可重力強排都市

內水的抽水站和防洪頻率高達200年的堤

防，杜絕山洪惡水於堤防內，不再侵襲河

川周邊的區域，保護了都市民眾的生命財

產安全。

大漢溪與湳仔溝匯流口，湳仔溝昔日為板橋津渡碼頭

行船至新莊利濟碼頭航運的主要水路，拍攝時臺65線

仍在施工中

民國101年蘇拉颱風夾帶豪雨，大漢溪雖黃泥滾滾、

洪流浩浩，都在河道間奔流入海，市區遠離洪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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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左岸樹林堤防綠草如茵

大漢溪右岸板橋堤防，植栽行道樹及爬藤植物綠美

化，讓灰冷防洪牆憑添繽紛色彩

大漢溪右岸土城段，河道綠意盎然，已是民眾休閒運動的好去處

大漢溪左岸新莊段，防洪牆蔓生植栽，化解灰色防洪牆

的生冷印象，取而代之的是都會綠林生態，平添消暑涼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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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強颱的大漢溪泥流滾滾，平日河道清疏、強岸固堤，汛期才能高枕無憂。

大漢溪於江子翠與新店溪匯流入淡水河



川波流轉
驚艷三峽河今昔風采
名畫家李梅樹把三峽河絕美風姿停格於名畫「三峽春曉」 中，

400 年後，走入李梅樹世界，猶落入三峽春曉與臨溪浣衣的時光隧道裡，

歲月在浮光掠影中穿梭遊走，從江南腳山奔流而下的三峽河，河道縱橫夙富水利，

造就三峽老街繁華富麗，昔日工商榮景雖不再，抹不去的亙古溫厚的人文色彩，

她依偎著三峽河邊，亮麗璀燦如昔。

三峽長福橋是ㄧ座可遠眺鳶山，近賞藝術的三峽拱橋



三峽河主流源於熊空山、加包山、塔

開山、東眼山，會合五寮溪後始稱三峽

河，主流長約30公里，流集水區形狀狹

長、坡度陡，為一急流河川。上游「大豹

溪」，早年為原住民泰雅族大嵙崁群大豹

社的居住地，因而得名。

三峽河為大漢溪重要支流之一，往北流

經三峽區，於長福橋前有市管區排麻園溪

及福德坑溪匯入，流至溪北則有橫溪來會

合，繼續向東北方向流至土城頂埔附近注

入大漢溪。

近年來第十河川局戮力於三峽河河川治

理，尤以中下游都市計畫範圍河段，為首

要保護目標，自民國91年起，陸續辦理

「八張堤防興建工程」、「礁溪堤防下游

延長工程」、「礁溪一、二號堤防改建工

程」、「三峽河八安大橋下游右岸河段防

災減災工程」、「三峽河八安大橋上游

左、右岸河段防災減災工程」、「三峽河

大同橋下游河段河川環境改善工程」等，

三峽河之堤防工程，擺脫舊有河堤構造物

之呆板設計，除防洪需求外，亦符合地方

期待與需求，融合水域周圍的三峽老街自

然景觀，創造出兼具人文及生態環境之親

水空間。

民國101年蘇拉颱風過後，三峽河、橫溪匯流口濁清分明，雖上游夾帶土石豪雨沖刷入溪，所幸並未釀災，顯

見歷經多年防洪減災工程的施作，三峽河發揮排洪減災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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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河流經三峽、土城、樹林，匯流入大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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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大橋上游左側河岸堤防，提升達

100年保護標準，及延續營造河川環境，

塑造防洪兼具生態及休憩等多功能河段，

八安橋河中不落墩，不影響通洪斷面。

三峽河左右岸整治後，已是民眾散步騎鐵馬運動的好場所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三峽河八安大橋上游

為民國101年蘇拉颱風沖毀三峽河清水街段河堤，拆除阻水的攔河堰，橡皮壩拆除後，明顯降低三峽河長

福橋河段水位。護岸於民國102年4月修復後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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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河局於三峽河的整治工程興作防洪減

災工程，於基礎施作基樁，以四層或五層

不等的石籠護基，並輔以拋塊石保護，並

增設丁壩工，以強化基礎抗沖能力，而石

籠及拋塊石所需石料，均是配合現況地

形，由三峽河道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為了生態綠美化，石籠面層均噴植草種

綠化。部分河道岸頂空間並施作步道、休

憩廣場等，促進整體河岸景觀改善、增加

設施安全性、提供都會區民眾親水遊憩空

間。

三峽河河堤綠帶，防洪又具景觀-長福橋段河岸

三峽河河堤綠帶，防洪又具景觀-金龍橋段河岸

三峽河河堤綠帶，防洪又具景觀-添福段河岸

三峽河大同橋段右岸石籠護岸

三峽河長福橋河道花紅草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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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汩汩
溯源新店溪人文生態
雪山山脈蜿蜒而下，源源地穿山越嶺而來，她傾銀瀑乳，孕育出臺北盆地。

她，淺聲吟誦，彈奏生命故事，她，臺北盆地的大地之母，

孕育親吻著大地的銀河，綺妮流瀉，金碧輝煌。

新店溪行至華中橋附近曲流蜿蜒，宛若蛇曲美人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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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為臺灣北部淡水河支流之一，全

長82公里，流域面積916平方公里，源流

有二，分別是南勢溪與北勢溪，從雪山山

脈蜿蜒而下，流經烏來、龜山、屈尺、直

潭、新店，在秀朗橋下游與景美溪匯流

後，形成新北市、臺北市之天然邊界，流

至江子翠與大漢溪交會，匯流成淡水河。

新店溪水源豐沛水質佳，並有翡翠水

庫、直潭壩、青潭堰，為大臺北地區重要

之水源地區。

新店溪上游北勢溪的直潭壩，湖面如鏡，夢幻如詩如畫

翡翠水庫位於新店溪支流北勢溪，水庫總容量達4億立方公尺，供水量達每日345萬立方公

尺，翡翠水庫蓄水量龐大，為供應大臺北地區用水重要來源



新店溪親水新亮點
陽光運動公園

新店溪陽光運動公園廣達20公頃，位於碧潭堰至五重溪出口下游河段，投入整治4

年，總經費1.5億元，護堤工法的石籠緩坡施設，讓民眾可以更親近水域；整地完成

後，再由新北市政府興建自行車步道、生態池，以及一般公園罕見的沙灘排球場等

設施，便於民眾休憩運動，是中央與地方合作興設完成的親水水利工程。



新店溪中下游河岸沿線有著名的碧潭風

景區碧潭吊橋、渡船頭等文化歷史景點，

經過整頓後，新店溪堤岸平整，現有露天

咖啡廳、茶座或遊戲攤位，尤其是在陽光

橋開通後，串連新店溪左右岸的萊茵公園

及陽光運動公園，擴大碧潭風景區至陽光

運動園區，不但使陽光橋成為新北市的新

地標，更帶來可觀的觀光人潮。
安坑陽光園區看似綠地，實為緩坡土堤， 既具生態

景觀又能防洪治水， 還是民眾踏青的好所在

白色拱形的陽光橋，橫跨新店溪，串連安坑陽光運動園區及右岸的萊茵公園，左右岸暢行無阻，便於民眾得

以360度環遊大碧潭風景區。是最具典型的既防洪又休閒的複合式休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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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華中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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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民國元年古亭的護岸/翻攝自臺灣記憶 民國19年古亭的光復橋/翻攝自臺灣記憶

新店溪板橋段中原堤防興設後，利用堤前高灘地，市區汙水就地淨化後才排放入新

店溪中，有效降低新店溪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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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鳥天堂
新店溪大漢溪匯流口漁豐水清

新店溪於板橋江翠與大漢溪合流成淡水河，夾岸兩側的臺北市雁鴨公園和新北市

的二重疏洪道入口堰，已成候鳥天堂，是鳥友們每年賞鳥的聖地。

新店溪於板橋江翠與大漢溪匯流成淡水河，圖下方濕地為臺北市華江雁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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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溯翠谷
禮讚景美溪風華再現
景美溪，都市裡美麗的迷霧精靈。夏日餘暉照映在水波盪漾的景美溪畔，

悠遊於天地的大白鷺，時而優雅覓食，時而調皮撥弄水中魚兒，

猶若起舞翩翩的凌波仙子，戲弄於青山綠水間，勾勒出美麗水岸都市圖。



景美溪是新店溪的支流，主流全長29.6公里，流域面積120.43平方公里，河道坡陡

且蜿蜒曲折，流域位於臺北市東南山區，上游主要支流永定溪發源於新北市火燒寮山

附近，由永定溪及石碇溪兩大支流，於石碇雙溪橋匯流後，稱景美溪。

過去原住民曾稱景美溪為霧里薛溪，向西流經石碇、深坑、木柵、景美，於福和橋

上游約700公尺附近，匯入新店溪。

景美溪、新店溪匯流口，經防洪減災、綠美化生態營造後，夾岸綠

帶環繞、生意勃勃，成為逐水而居的水岸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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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景美溪是大稻埕往返石碇間最重要

的航運路線，因此造就如景美、木柵、深

坑老街等重要市集發展。其後隨著北碇公

路（即現木柵路及北深路）及輕便車道開

拓，航運逐漸失去優勢，進而沒落，光復

後僅剩部份渡口對渡功能，60年代後即

完全無法行船。

隨著都市化的發展，景美溪沿岸人口愈

發密集，加上河道蜿蜒，一至汛期強颱豪

雨也常遇雨成災，經過多年防洪規劃束導

疏排的工程整治後，水患不再，景畔綠堤

夾岸，紅花輕柳迎風搖曳，沿岸人口也因

而愈發密集，已然形成典型的宜室宜家的

水岸都市。

景美溪上游楓子林溪谷

景美溪上游石碇峽谷

景美溪河道蜿蜒，經過多年防洪整治工程後，沿岸人

口密佈，是典型的宜居的水岸都市

整治後的景美溪，200年的防洪保護標準，建築安全的洪水防護網，使堤防內的工業區得以順利發揮經濟效

能，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景美溪整治採生態工法，保留原生植物，再輔以植栽，經過洪水洗禮後的景美溪，綠波逐流，好不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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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溪部分河段因行政管轄跨越新北市

和臺北市，權責分工較為複雜，匯流口至

一壽橋及草地尾附近河段，為共管河段，

中游一壽橋至草地尾則是由臺北市管、治

理，上游草地尾以上河段則由中央負責管

理、治理。

治理方針大致以中下游束洪輔以導洪

(疏濬)方式治理，保護沿岸低窪地區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上游則以「河川管理」為

主，以維護河川原始生態樣貌。

景美溪一壽橋上游段堤防，防洪又具綠美化休閒的功能

大鵬忠孝段堤防既防洪又具生態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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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河川局業管之中央管四大區域排水中，以集水區內居住人口高達24

萬人的「塔寮坑溪排水」最為重要，因為排水集水區中、下游，多位於新

莊及樹林都市計畫區內，流路兩岸住宅及工業建物密集，造成部分排水斷

面狹小形成瓶頸，加上出口易受大漢溪外水頂托，汛期暴雨排除不易，常

發生溢淹積水，急需改善。

川渠縱橫
中央管區排智慧治水
「水從天上來，再向低處流」，因此治水應依地形、水文制宜！尤其在高度開發的都

市地區，排水系統最為重要。目前第十河川局業管之中央管區域排水共計有四條，分

別為集水區域跨新北市及基隆市的深澳坑溪、大內坑溪，以及跨越新北市及桃園縣的

塔寮坑溪及鶯歌溪。

塔寮坑溪樹林迴龍段，沿岸林木扶疏

基隆市基隆市

臺北市臺北市

宜蘭縣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新北市

中央管區排範圍

大內坑溪

塔寮坑溪

鶯歌溪

基隆河

深澳坑溪

景美溪

新店溪

大漢溪

三峽河

淡水河

太
平
洋

東
海

臺
灣
海
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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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寮坑溪排水出口閘門目前由4門擴建

為6門，並增建2號抽水站，當大漢溪水

位較低時，塔寮坑溪溪水可更快排入大漢

溪，降低水位避免淹水。

塔寮坑溪排水主要匯集新北市龜山、新

莊、泰山、樹林區山區及都市排水，源於

桃園縣龍壽村及新嶺村交界，排水幹流

全長約12.25公里，由於下游地區地勢低

窪，加上土地高密度開發利用，洪水導排

空間受限，颱風豪雨期間，常因降雨強度

過大、排水不良或抽排不及等因素，造成

洪水溢淹及嚴重災損，尤其以下游新莊地

區及樹林工業區淹水最為嚴重。

塔寮坑溪堤防加高工程於102年3月完

工，已達10年重現期、25年不溢堤之防

洪保護標準，減少經濟損失，促進地方繁

榮；整體綜合治水對策，包含：高地排水

措施、主河道整治及堤防加高措施、低地

排水改善措施(抽水站及分流)、集水區保

育、環境營造等。

整治後的塔寮坑溪水岸景觀

塔寮坑溪堤防加高工程



鶯歌溪排水又名兔子坑溪，為大漢溪集

水區支流之一，主流長度自出口至中央管

轄管理終點，桃園縣龜山鄉福源國小前無

名橋為止約為10.3公里，主要支流有鶯歌

支線、尖山支線、圳子頭坑支線、福源排

水及鶯歌分線，長約5.9公里，鶯歌溪排

水集水面積約21.01平方公里。

鶯歌溪兔坑段整治後，兔坑段以生態工

法進行河岸堤防整治，兼顧防洪及自然生

態保育，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沿岸水

患不再，夾岸生態綠意盎然。

深澳坑溪手工砌作的水岸護堤，就地取

材，保留原有植物生態，比生態工法更環

保原生的施作工法，原生種植被和人工植

栽交叉生長，構築綠波疊層深淺、各有特

色的水岸綠堤，綠生態的土堤，既保有防

洪、透水功能又美化都市環境景觀。

鶯歌坑溪於鶯歌匯流入三峽河，拍攝時，龍窯橋尚未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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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流不息
築堤束水 抽排導流
臺灣，一個多山川之島嶼生態系，島內河流縱橫密布，大多數河川都是發源自縱貫全

島之山脈，然後從東西兩側流入海洋，臺灣狹長之南北走向，形成河川短促之現象。

乾季時雨少而蒸發量大，許多臺灣高山源頭溪水量消失、河床裸露，而雨季時則水量

充沛湍急，造成河川水位高漲，為早年氾濫成災之原因，為此乃需建構堤防、護岸導

引水流，以保護堤內都會區免遭外水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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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都市化的大臺北地區，經濟發展

及社會變遷均極為快速，對於河川邊際土

地與窪地使用需求激增，原屬洪氾區的土

地相繼開發，加上轄內淡水河、基隆河、

新店溪、大漢溪、景美溪、三峽河及小支

流橫貫其間，每遇颱風豪雨來襲時，經常

暴雨逢河、一雨成災，築堤、設置水門、

抽水站成為必然之措施。就都市排水防洪

工程而言，抽水站係屬防洪體系之最後一

道防線，以避免積淹水釀災，造成經濟損

失。

大臺北防洪設施，沿著河道行水區兩岸

聯繫築建堤防，排水系統匯集雨水流到抽

水站，平時開啟水門出口，漲潮或颱風暴

雨時，行水區水位高於出口水位時，關閉

水門，啟動抽水機抽排水。颱風暴雨、大

水流入排水系統箱涵內，滯留延緩抽排，

所以排水系統箱涵容量具有蓄洪功能。因

此，抽水站設置的最佳位置為轄內最低漥

地區，排水幹道出口處，或設置於都市排

水道末端，調節河川水位高低，維護居民

安全。

總體而言，第十河川局管轄的水門和抽

水站分佈於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堤防建構總長10萬2,892公尺、護岸6

萬2,787公尺；水門1,897扇、疏散門53

座、抽水站180座。

排水工程方面，包括保護區內興建排水

幹道49公里，鴨母港、四汴頭等抽水站

20座，使板橋、中和、永和、三重、蘆

洲、泰山、新莊、樹林、土城等區域排水

獲得改善。加強掌握淡水河流域水門水位

變化及抽水站運轉狀況等現場訊息，另外

第十河川局還在四汴頭、土城、瓦瑤及塔

寮坑等4座水門及抽水站，設置水位監測

傳訊系統，及低照度彩色及黑白影像攝影

機4座，並已架設抽水站運轉資訊連線系

統，經數據專線將影像畫面，傳輸至水情

中心，且可由現場及中心採遙控方式控制

鏡頭上、下、左、右及鏡頭伸縮變焦調整

中心，並裝置錄影系統，將影像資料錄影

紀錄。

四汴頭水門

新莊水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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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梭河岸
防汛大使守護淡水河

第十河川局防汛志工服務隊於民國99

年6月成立迄今，依服務區分為6個分

隊，分別為七堵、汐止、三福、彭興、板

橋及文山分隊，已有133名志工加入。

主要目的是為強化地區內民眾自主性防

災意識及災情通報作業，並透過宣導、訓

練，使在地民眾瞭解社區潛在災害威脅，

強化民眾基層防災能力，進而形成防災社

區，主動協助災中淹水警戒、災情通報以

及疏散避難等工作。

淡水河

水門

疏散門

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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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洲區

三重區

五股

新莊區
板橋區

中和區

永和區

泰山

土城區

新店溪

大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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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匯入海
海堤禦潮渾然天成
臺灣四面環海，每當潮汐高漲或颱風季節，沿海低窪地區常遭受潮浪侵襲及海水倒

灌之害，為維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兼顧風景區發展，十河局「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視實際需要加強及改善或施設潛堤、離岸堤、導流堤 ... 等工程，並恢復因颱風豪雨

所破壞之海堤結構物，以延緩海岸線侵蝕，保護國土之完整。

而近年來海堤除了禦潮功能外，更增添遊憩觀光功能，成為遊客欣賞夕陽餘暉、粼

粼波光的最佳場所，目前已有 3/4 海岸劃入東北角、北海岸 2 國家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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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河川局業管的海堤涵蓋新北市和基

隆市。大致以淡水河口為界，淡水河口右

岸以東自富貴角至宜蘭外澳間之海岸，岸

線相當曲折，群山面海矗立，海岸外觀曲

折參差，岬角與海灘交互發育；又因風浪

長年侵蝕，且受早期沉降作用之影響，海

蝕地形甚為發達。此海岸因為海蝕地型特

別發達，僅於山區濱海邊緣散布少數灘

地，零星漁戶散居其間。又因北迴鐵路及

北海公路拓寬開通後，成為北海岸之觀光

地區。

海岸線北起馬崗海堤，南至下福海堤，

總長140公里。分布於新北市海岸長122

公里，自然海岸佔39.13%；基隆市海岸

長18公里自然海岸佔13.91%。

海堤整治以拋塊石護岸維護自然海岸景

觀，既防止海岸遭海浪侵蝕退縮，並具防

洪功能。

淡水海岸線瞭望太平洋，沿著濱海公路一路往東，行

經東海、基隆至蘭陽平原

太
平
洋

臺
灣
海
峽

基隆市基隆市

臺北市臺北市

宜蘭縣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新北市

基隆河

景美溪

新店溪

大漢溪

三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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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斗厝海堤位於臺灣東北角新北市林口

區西側海岸，緊鄰八里區臺北港，因洋流

滔刷海岸致沙灘逐年退縮，國土日益流

失。為保護海灘及岸邊公路，採用柔性拋

石工法，強化海床穩定，促進海岸景觀。

油車口海堤位於臺灣東北角新北市淡水

區，鄰近漁人碼頭，近來已成為民眾休閒

好去處，更是名聞兩岸的著名觀光景點。

寶斗厝海堤

油車口海堤

寶斗厝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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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興海岸位於臺灣東北角新北市瑞芳

區，近年施工以保護邊坡為主，避免海浪

長期淘刷裸露崩塌，以拋塊石回復自然海

岸景觀；與當地環境融合，並改善整體海

岸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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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頂海岸位於臺灣東北角新北市瑞芳

區，主要施作工法以維持海堤穩定為主，

確保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前提，進而營

造海岸自然景觀。

整治前海岸雜亂又易遭海浪侵蝕

瑞芳洞頂以拋塊石工法保護海堤

龍洞岬頭

東北角瑞芳區番子澳海岸整治前(上圖)後(下圖)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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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
洪汛期隨時備戰

水情中心的組成是由許多不同部門的工

程師組成的智庫，下面是水情中心的組織

架構圖：

總統率各級長官視察水情中心

水利署楊署長期勉第十河川局，加強颱洪防汛整備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對於防災措施

的具體做法可概分為「積極建設」與「守

視監測」，在積極建設部分，則是利用傳

訊科技即時收集水文氣象資料進行展示、

分析與研判，據以研擬防洪操作方案，下

達防洪操作指令，達到統一指揮。

在守視監測部分，於民國66年設立

「淡水河洪水預報中心」，運作初期以收

集即時雨量、水位為重要工作，並於颱洪

時期進行河川水位預測，其後於民國86

年成立「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辦

理淡水河系各項防洪排水設施統一運轉業

務，於101年5月修正名稱為「淡水河流

域水情中心」。

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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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預報系統是水情中心最重要的秘密

武器，它可以根據氣象局的預報、各個雨

量站、水位站傳回的訊息，推算預測未來

的水位變化，發布「水情通報」或「洪水

警報」，系統包含以下部分：

1.水文氣象測報系統：以數據線路接收

水利署水文系統、石門水庫系統、臺北翡

翠水庫系統、中央氣象局、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水利處等單位相關資訊。

2.洪水預報系統：即時蒐集水文氣象資

料，輸入電腦以程式推算1-6小時後的河

川水位。

3.水門、抽水站監測系統：各抽水站設

置監測及傳輸系統，將內外水位、水門及

抽水站操作情況及時送回水情中心。

4.資料展示系統：水情中心內有大型顯

示器，展示各項即時資訊。

5.水情查詢系統：整合了流域內的水文

資訊、颱風動態及防洪排水設施的狀況，

一般民眾上網(網址：http://www.wra10.

gov.tw/)就可以了解淡水河的水情。

大棟山微波中繼站 觀音山微波中繼站

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



川
閱
淡
水
河

116

防
洪
治
水
全
紀
錄

117

結語
防洪減災戮力匪懈，第十河川局秉持著

經濟部水利署防洪減災措施的最高指導原

則－「積極建設與守視監測」，進行淡水

河流域及其支流多元總合治水工程。

「積極建設」係針對容易發生水災害的

區域，進行完整的評估診斷後，推動水利

防洪工程，如：「大臺北防洪計畫」就是

採用「疏洪」與「束洪」兩大治水政策最

好的例子。為了疏導分流新店溪及大漢溪

的洪流量，開闢了二重疏洪道。

在束洪政策中，沿著淡水河及其支流

兩岸，興建200年洪水頻率的堤防及防洪

牆。此外上游的水庫不但擁有儲水的功

能，更有蓄洪的功能，更為下游居民帶來

水的便利性，也帶來了安全性。

在分洪疏導政策中，「基隆河整體整治

計畫工程」中的員山子分洪工程，則是

「分洪」政策的例子；針對飽受水患威脅

的基隆河，將上游的洪峰流量，疏導至東

海，降低中下游的水位，以避免溢堤氾濫

提高其防洪標準，整治後受益範圍遍及大

臺北地區的雙北市及基隆市等區域。

「守視監測」，乃運用現代科技工程技

術與電腦資訊系統，將軟體與硬體相互整

合，提供最周密的防洪預警系統。每當颱

風來臨時，由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

颱風警報，各級單位便開始啟動緊急應變

防災體系，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以先進的

尖端通訊設備，展開洪水預警機制，透過

「水文氣象測報系統」及「水門、抽水站

監視系統」，即時監測各抽水站、水庫的

雨量水位等訊息，配合「洪水預報模式」

適時發佈水文通報及洪水警報，提供未來

水位變化資訊，由中央到地方，統合所

有的資訊，透過嚴格監測、通報到指令執

行，層層分工，縝密配合，有效的將颱風

災害減至最低。

淡水河完全發揮大臺北地區生命之河的

本色，讓大臺北地區的居民食、衣、住、

行、育、樂和政經發展都與淡水河系緊緊

相依。經過二十多年來的防洪整治，水利

人「蓄、分、導、束、 避」的智慧防洪

減災工程，強化了淡水河防洪蓄洪能量。

埃及的尼羅河、印度的恆河、倫敦的泰

晤士河、法國的塞納河….，偉大的城市

都源自偉大的河流。鐘鳴鼎食、人文薈萃

的北臺灣，也是這樣依附在淡水河系的滋

養潤澤中、世代繁盛、進入新的世紀。

城市的命運與河流緊密相連。排水、交

通、景觀與地利的存在，都要倚賴城市的

人民與大自然結成同盟、不相離棄。

治水只是起點。如果我們認清乾淨的河

水、自在的魚蝦、綻放的枝葉與免於水患

的生活一樣重要，那麼河水與人的故事，

會繼續不斷的流傳到下一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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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照片提供名單

頁碼 圖片說明 提供者

004 關渡平原整體風貌 黃進發

012 觀音山下淡水河日出晨曦 謝佑欣

013 大漢溪、新店溪江子翠匯流進入淡水河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14 基隆河、二重疏洪道於五股獅子頭匯流入淡水河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16 民國101年8月蘇拉颱風二重疏洪道飽納洪峰，創

下開設後28年來的新高水位6.5公尺，但周遭市區

安然無殃。次日洪水雖退，疏洪道內仍可看到黃

泥處處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17 蘇拉颱風過後水淹二重疏洪道全景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18 民國52年9月強烈颱風葛樂禮水淹臺北，圖為延平

北路二段

中央社

022 二重疏洪道開闢後，空中鳥瞰，綠帶環腰 黃進發

024 二重疏洪道整治前 黃進發

025 二重疏洪道整治後 黃進發

026 幸福水漾公園二重疏洪道風貌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28 鳥瞰二重疏洪道出口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28 豪雨二重疏洪道發揮蓄洪量讓市區免於淹水之苦 謝佑欣

030 基隆河整體風貌I 黃進發

032 基隆河整體風貌II 黃進發

048 大漢溪整體風貌 黃進發

052 大漢溪與湳仔溝匯流口風貌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53 蘇拉颱風大漢溪情形(板橋段)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56 蘇拉颱風大漢溪情形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58 三峽河風貌I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60 三峽河風貌II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62 三峽河流經三峽、土城、樹林，匯流入大漢溪之

風貌

黃進發

068 新店溪整體風貌I 黃進發

070 新店溪整體風貌II 黃進發

071 新店溪上游北勢溪直潭壩 黃進發

072 新店溪整體風貌III 黃進發

074 新店溪整體風貌V 黃進發

074 新北市陽光橋水漾風情 謝佑欣

076 新店溪整體風貌VI 黃進發

078 新店溪水漾風光I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80 新店溪水漾風光II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84 景美溪與新店溪匯流口 黃進發

086 景美溪整體風貌I 黃進發

088 景美溪整體風貌II 黃進發

095 鶯歌坑溪於鶯歌匯流入三峽河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096 基隆河與淡水河並行風貌 黃進發

102 河川麗景水岸風光 黃進發

104 眺望淡水海岸線 黃進發

110 龍洞岬頭麗景 黃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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