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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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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土石流 

 土石流定義 

 土石流係指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受
重力作用所產生之流動體，沿坡面或溝渠由高處往低處
流動之自然現象。 

 土石流危險區域 

下游谷口扇狀地 溪流兩岸易崩區 上游崩塌地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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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石流發生徵兆 

認識土石流 

發生可能性高 

有可能發生 

幾
小
時
前 

一
小
時
前 

幾
分
鐘
前 

發
生
土
石
流 

附近有山崩或土石流發生 

野溪流量突然增加 

有異常山鳴 

溪水中帶有流木 

溪水異常混濁 

溪流有石頭之摩擦聲音 

有怪臭味 

有樹木裂開之聲音 

動物有異常行為 

溪水流量急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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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土石流 

 土石流發生條件 

充分之水分能降低土
石流中土砂間的摩擦
力，使固態物質流動 

足夠的鬆散土砂提供
土石流中所需的固態
物質。 

足夠大的斜面坡度讓
土石流有流動的動力，
使土石流克服摩擦力
後繼續向低處流動。 

臺灣年平均雨量高達2,500公厘，且大
多集中在夏、秋兩季。每年約有3-4個
颱風侵襲台灣陸地，帶來豐沛的雨量。 

臺灣地震發生相當頻繁，斷層、摺皺、
破裂面的地質構造現象，加上地質的
風化，使台灣山區土層極易的崩落，
也累積許多鬆散土石於河道及坡面上 

臺灣山地約占總面積的四分之三。山
區坡陡，水流急促，具有足夠的能力
攜帶崩積於山區的脆弱鬆散土石，而
促成土石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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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土石流 

 土石流運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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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土石流 

 土石流特徵 

 流動速度快、泥砂濃度高、沖蝕力強、衝擊力大。 

 土石流表面流動速度快，而土石流下面流動速度較慢。 

 土石流之流動速度受到所含有土石的粒徑大小、土石顆
粒和泥水比例的多少、及溪谷坡度所影響。 

 土石流的前端隆起、流量大，多為集中的巨大石礫，後
續的水流則多為泥流。 

 土石流中石礫的分布多為大石頭在上、小石頭在下。 

 由於溪谷出口的坡度緩且寬度大，能有效降低土石流的
流動速度，因此土石流常在此形成扇狀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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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土石流 

 土石流型態 

礫石型(granular flow)： 
土石流中大多為大顆粒之石塊，主要為
砂石、礫石和卵石等所組成；其運動方
式以碰撞和滾動為主，泥水只扮演潤滑
的角色，流速約在3～10m/s。 

泥流型(mud flow)： 
土石流中組成的石塊顆粒較小，主要為
黏土、粉土和砂等細顆粒；其運動方式
以泥水本身的流動為主，而砂石則懸浮
於其中，流速約為2～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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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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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淤埋：主要發生在下游沖積扇地區。 

 沖刷：包含河道兩側侵蝕及溪床向下切深。 

 堵塞：溪流過窄或橋涵過低，均易造成泥沙堵塞。 

 撞擊：土石流流經路線的撞擊力強。 

 溪流改道：原有河道受土石堆積或兩岸地質脆弱
而產生河道改變。 

 磨蝕：堤防、固床工等混凝土結構物易受土石流
摩擦損壞。 

 擠壓主河道：河道兩側崩塌及支流帶入泥沙堆積
會造成主河道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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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淤埋 

 在土石流對其活動區內的平緩地帶，土石流停止運動，
大量泥石淤埋各種設施，土石流規模愈大，地勢又阻塞，
則淤埋愈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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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沖刷 

 在土石流發生區和流動區內，大量坡面土體和溝床泥砂
被土石流沖刷帶走，使坡面成為難以利用的荒坡甚至危
坡，使溝床降低、溝岸崩塌及沿岸設施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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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堵塞 

 土石流含有大量泥石能堵塞自身流路或匯入主河後形成
堵塞壩，使上游水位增高，淹沒上游兩岸設施，一旦堵
塞壩潰決又形成大規模之土石流或洪水，危害下游河段
各類設施及人民生命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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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撞擊 

 快速流動的土石流，由其是其中
的巨石具有很大的動能，能衝毀
沿路上的橋樑、堤壩及各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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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溪流改道 

 土石流中的泥石材料常堵塞其流路，造成漫流改道，沖
毀或淹沒下游各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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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磨蝕 

 土石流含有大量泥石，在運動中能磨損堤防、橋柱、欄
砂壩及其它水利設施及防治工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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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類型 

 擠壓主河道 

 土石流匯入主河道後大量泥砂淤成沖積扇，減少主河通
水面積並將主河逼向對岸，使對岸遭受嚴重沖刷，岸坡
崩塌危害沿岸各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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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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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應用 

 土石流潛勢溪流定義 

 土石流潛勢溪流係
指依據現地土石流
發生之自然條件，
配合影響範圍內是
否有保全對象等因
素，綜合評估後，
判斷有可能發生土
石流災害之溪流或
坑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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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應用 

 臺灣的土石流潛勢溪流 

 土石流潛勢溪流1,664條， 

分布於17縣(市) 

159鄉(鎮、市、區) 

681村(里) 

 保全對象48,496人， 

分布於17縣(市) 

152鄉(鎮、市、區) 

585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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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應用 

 潛勢溪流調查工作內容 

 土石流潛勢地點調查： 土石流潛勢溪流係指溪床坡度大
於十度以上，且該點以上之集水面積大於三公頃者，則
視為土石流潛在發生地點，另如溪流下游出口或溢流點
處有住戶三戶以上或有重要橋梁、道路需保護者，亦需
列為調查範圍，調查時應依現地各項特徵，予於評估區
分為「高」、「中」、「低」、「持續觀察」等四等級。 

 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及溢流點初步判定： 由於土石
流有直進性，如針對河道轉彎處及下游淤積處等影響範
圍及溢流點均需進行初步判定或模擬。 

 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對象調查： 針對土石流影響範圍內
所有保全對象進行調查，包含居民、公共設施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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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應用 

評估 

遷建 

選地 

協調 

遷村 

臨時避難 

避難規劃 

圖說宣導 

避難演練 

就地治理 

搶修復建 

生態工法 

整體規劃 

劃定特定 
水土保持區 

劃定 

公告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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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應用 

優先處理順序等級 
發生潛勢因子等級 

低 中 高 

保全危害度 
因子等級 

低 低 低 中 

中 低 中 高 

高 中 高 高 

 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評估 

 土石流潛勢溪流優先處理等級評估方法由「發生潛勢
因子」及「保全危害度因子」兩項因子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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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應用 

發生潛勢因子配分表 

因子 分類 評分 

崩塌規模
(25) 

明顯大面積崩塌 25 

小規模崩塌 15 

無明顯崩塌 5 

坡度因子
(25) 

上游區坡度大於 50° 25 

上游區坡度介於 30°～50° 15 

上游區坡度小於 30° 5 

材料破碎
(20) 

平均粒徑大於 30cm 20 

平均粒徑介於 7.5～30cm 13 

平均粒徑小於 7.5cm 2 

無明顯堆積材料 2 

岩性因子
(15) 

第一類(A、D、F地質區) 15 

第二類(C、E地質區) 15 

第三類(B、G地質區) 5 

植生因子
(15) 

裸岩、落石堆積 15 

植被稀疏 15 

植被中等稀疏 6 

植被密集 3 

最高評分合計 100 

 根據土石流發生之三大條
件足夠堆積物、水、及坡
度條件，選定影響土石流
發生最顯著之因子做為評
分因子。 

62分以上      高發生潛勢 

46分以下      低發生潛勢 

46~62分      中發生潛勢 

評分結果 

 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評估 

發生潛勢因子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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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查與應用 

保全危害度因子分配表 

因子 分類 評分 

建物  
(65) 

與防災措施相關之公共場
所(學校、醫療設施及避難
公共場所等) 

65 

5戶民宅以上 60 

1戶至4戶間之民宅 30 

無住戶 0 

交通設施 
 (35) 

橋梁 35 

道路 20 

無 0 

最高評分合計 100 

現地整治 
成效 

 (100%) 

待改進或無整治設施 100% 

尚可 80% 

良好或不需整治 60% 

評分結果 評分結果=(建物+交通設施)×權重 

 保全危害度因子之選定主
要考慮兩項因子，分別為
對建築物之危害及對交通
設施之危害。 

60分以上      高保全危害度 

40分以下      低保全危害度 

40~60分      中保全危害度 

評分結果 

 優先處理順序等級評估 

保全危害度因子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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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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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平時減災 

 防災宣導品 推動全民防災 

 激發民眾對土石流災害之憂患意識，提昇民眾防災應變、
災害搶救之能力，並進一步加強水土保持與環境保育之
觀念宣導，減少山坡地開發、降低土石流發生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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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平時減災 

 土石流警告牌 

 針對土石流潛勢溪流，持
續辦理土石流潛勢溪流警
告標示設置與維護工作。 
 

 山區豪雨時，紅色土石流
警告標示區域，將可提醒
民眾特別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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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前整備 

 防災整備自主檢查 

 防汛期間，各級政府防災業務相關人員須做好災前整
備工作，譬如防災自主檢查，建立保全對象清冊、輔
導地方完成疏散計畫、培訓土石流防災專員、協助地
方辦理疏散規劃與演練，強化民眾自主防災能力。 
 

 可上網至”防災整備自主檢查系統”，自我檢視土石
流災害防救業務工作項目，是否皆已完成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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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前整備 

 建立轄區之防災資料庫，包含「人、事、物」等詳細資
訊，以利災時備用。 
• 人：保全對象清冊、災害應變及通報單位聯絡電話。 
• 事：轄區內之潛勢溪流數目、位置、附近環境、歷史災情。 
• 物：將相關防災物資予以造冊歸檔，以了解各地區緊急救災   
之基本配備數量及各地區資源數量。 

 確保通訊設施之暢通，以利災情緊急聯絡與災情通報。 

 隨時清查民生物資是否充足；如有缺乏，得視實際需要
酌量購置或配置或向鄰近鄉鎮調配支援，以防災害時物
資缺乏之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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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防災資料庫 



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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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避難演練 



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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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避難演練 



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前整備 
34 

 疏散避難演練 



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害應變 

 土石流災害預報及警報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海上颱風警報 

-30小時 -18小時 -12小時 

土石流警戒雨量 
200～600mm 

紅色警戒 黃色警戒 

預測雨量＞警戒值 

 

地方政府應 
疏散避難勸告 

實際降雨＞警戒值 

 

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 
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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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害應變 

 土石流發布時機與因應作為 

紅色警戒 

黃色警戒 

 發布時機：預測雨量 ＞土石流警戒雨量 

 因應作為：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勸告。 

 發布時機：實際雨量 ＞土石流警戒雨量 

 因應作為：地方政府應勸告或強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地方政府可依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自行發布局部地區
為黃色或紅色土石流警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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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害應變 

 災害土石流災害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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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害應變 

 避難收容 
 災害通報單位 
 警消醫療單位 
 村(里)長聯絡表 
 避難處所資料表 
 防災用品 
 土石流小常識 
 疏散避難路線圖 
 行政區位圖 
 重要地標照片 
 圖例與指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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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害應變 

 避難收容 
 疏散方式(在地避難.外
地避難)由公所依現況
評估 

 豪雨較難事前預測，且
災害規模一般較颱風小，
原則採在地避難為主 

 弱勢及病患宜提前並以
外地避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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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後重建 

 災害復原重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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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後重建 

 土石流整治工法 

區 段 整治原則 工 法 

土石流發生區  安定抗沖 
抑止工法： 
源頭整治、填補崩塌地裂縫、崩塌地植生、 
坡腳處理、分水截水等 

土石流流動區 減量消能 
攔阻工法： 
設置防砂壩、梳子壩、潛壩、固床工等 

土石流堆積區 引導淤積 
疏導工法、淤積工法：  
設置堤防、護岸、緩衝林帶、沉砂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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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災後重建 

 土石流整治工法 

防
砂
壩 

梳
子
壩 

固
床
工 

系
列
潛
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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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防災策略 

 土石流防災專員 
順序 災害階段 土石流防災專員工作 

1 平時減災 

‧協助防災宣導 
‧保全對象之校核 
‧社區水土保持設施檢查 
‧坡地危險地區基礎判定 
‧社區防災之組織與推動 

2 颱風警報 
‧設備檢查整備 
‧保全對象通聯 
‧環境安全檢視 

3 黃色警戒 
‧雨量觀測 
‧警戒訊息向下通報 

4 紅色警戒 
‧雨量觀測 
‧警戒訊息由上而下通報 
‧自主雨量觀測，如達警戒值，立即主動通知保全對象，並回報本局 

5 疏散執行 ‧協助保全對象疏散 

6 收容回報 ‧避難處所物資整備 
‧收容狀況回報 

7 災情蒐集 ‧災情蒐集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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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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