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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緊急處理及短、中、長期對策建議 

崩塌土體阻斷河道形成堰塞湖後，其後方蓄水量將持續上升，天然壩

體於水位上升過程或達滿水位溢流後，均有可能發生潰決進而造成下游社

區發生洪水災害。由於天然壩體之組成材料皆為剪力強度較低且鬆散之崩

積土石，與一般人工建造之土石壩相比，天然土石壩的土石材料有膠結度

低，以及材料組成鬆散等特徵。且天然壩形成後並無擋水設施及過濾層等

工程輔助結構，使得壩體強度遠較人工土石壩低。因此大部分堰塞湖土石

壩於形成後短時間內便發生破壞，故相關緊急處理對策頇在短時間內提出。 

有關堰塞湖之緊急處理對策可分為工程及非工程面，就工程面而言，

主要目的為減緩天然壩體發生沖刷破壞之速率，與減少堰塞湖蓄水量，而

就非工程面而言，則為強化防災預警機制為主，如建置防災監測系統、訂

定潰壩警戒值與警戒範圍、防災疏散避難演練及計畫訂定等方式，本章將

針對莫拉克颱風後形成之堰塞湖，首先說明堰塞湖緊急處理之原則，並針

對各類處置原則之適用性進行討論，其後提出可行之緊急處理對策建議，

提供相關權責單位參考。 

7-1  堰塞湖緊急處理原則 

一、 建立交通連結系統 

由於堰塞湖之形成地點多位於偏遠山區，其交通可及性不佳，致使

調查人員及車輛無法抵達現地實施緊急調查，故於初期緊急評估及緊急

處理對策階段，首先頇建立交通連結系統，以克服交通可及性不佳之問

題。一般來說，堰塞湖形成地區若無道路可以到達，則多以溪床便道的

方式一路由下游往上游開通，但在開通的過程中，因堰塞湖下游之河床

變遷非常劇烈，每逢降雨可能便道就有沖毀之可能性，故在建立交通連

結系統時，除考量調查人員，尚需考慮到臨時便道是否可以提供較長時

間的穩定連結功能，而大型工程機具是否可通過，亦為此階段必需考慮

之因素，這通常也是在堰塞湖緊急處理中，容易被忽略的一環，故交通

連結系統的建立，為緊急處理對策中，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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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提緊急工程對策 

崩塌土體阻斷河道形成堰塞湖後，湖水位上升過程中，其蓄水體積

及上游迴水範圍將逐漸增加，對於堰塞湖上游社區而言，若有社區分布

於迴水範圍內，隨著堰塞湖水位逐漸上升，淹沒範圍將逐漸擴大，上游

河道兩岸位置較低之房舍將遭湖水所淹沒；對於堰塞湖下游社區而言，

隨著水位逐漸上升，堰塞湖蓄水體積將逐漸增加，堰塞湖之天然壩體因

堆積形式及粒徑組成均較為鬆散，故壩體穩定性較差，可能於水位上升

過程因水壓或滲流管湧作用下發生壩體破壞，或是於達水位溢流時造成

壩體沖刷破壞，潰壩所形成之洪水朝下游傳遞時，下游社區可能因洪水

水位上升而發生洪水災害。 

為能降低堰塞湖對於上、下游之致災風險，相關緊急處理對策頇於

短時間內提出，以避免天然壩體於初期階段發生沖刷破壞造成下游社區

發生水砂災害，就工程面之緊急處理對策而言，可設法減緩天然壩體發

生沖刷破壞之速率，避免壩體地形發生劇烈變動，如強化溢流水道之排

洪與排砂能力，避免因為水砂的排出，造成天然壩的破壞與沖蝕，降低

天然壩的安定條件。或是利用抽水、挖降等方式減少堰塞湖蓄水量。有

關堰塞湖緊急處理所採用的緊急處理工程整理如下： 

(1) 截水：在河川溪水流入堰塞湖前將溪水排除，將水導入上游水庫或

灌溉系統。 

(2) 抽水：利用抽水機、虹吸(siphon)原理排除湖水，較適用於小於抽

水站或虹吸工容量之情況，或作為臨時措施。 

(3) 排水：開挖溢流水道(鋪設保護工)或施設排水路，為最簡單與最常

用之方法，但頇嚴防出流口流速過高導致大量沖刷，造成壩

體破壞，若能成功建立溢流水道，不但可以確保水流可以順

利排出堰塞湖，並可由溢流口高度的控制，逐步降低堰塞湖

水面高度，減少蓄水體積，為緊急工程中最有效的方法。 

(4) 降低壩體高度：溢流水道挖降雖可有效減少堰塞湖蓄水量，但因壩

體體積並未明顯減少，故對於壩體整體安定性之提昇效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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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限，若降低整體壩體高度後則可大幅減少壩體土石堆積

量，則可強化天然壩體安定性，減輕堰塞湖潰決之可能性。 

(5) 基腳保護：為避免壩體趾部因水流沖刷影響安定性，可於下游面利

用塊石、石籠施作固床工及潛壩，或是防砂壩等方式保護基

腳，增加壩體安定性。 

(6) 增加滯洪、排洪：下游若有水庫或滯洪池(壩)，則視需要進行土石

清疏，以增加庫容量。 

三、 強化防災預警機制 

堰塞湖之處理除以工程手段減緩壩體發生潰壞之風險外，就非工程

面而言，亦可透過防災預警機制之強化，如建置防災監測系統，同時配

合潰壩警戒基準與警戒範圍之訂定，提供防災應變期間所需之預警資訊，

以利各級防救災機關能夠適時啟動防災應變機制。同時建立災情傳遞及

通報系統、以及防災疏散避難計畫，透過定期演練之方式，強化現地居

民之防災意識及應變能力，在有潰壩之虞時，能夠快速且有效率的完成

疏散撤離，確保下游聚落處的安全，避免因為緊急工程的不足造成下游

的二次危害。 

四、 擬定二次土砂災害防治對策 

最後，在逐步完成前述之緊急工程後，始可考量中長期之土砂抑止

工程，包括大型防砂工程的建立，適當位置的保護工、土砂攔阻、粒徑

篩選等工程措施施作，這些土砂抑止工程，皆屬於較中長期的土砂運動

規畫中所需之工程措施，在規畫之前，需參考水土保持工程，或是規劃

治理工程之各面向考量，以堰塞湖為土砂治理對象進行土砂抑止工程的

設置，完成後將可有效降低堰塞湖之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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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太麻里堰塞湖緊急處理問題分析 

太麻里溪流域於莫拉克風災後，因區內聯外道路多已遭水流沖刷毀

壞，致使人員及機具均無法到達堰塞湖區，故初期緊急調查均藉由直升

機將人員載運至現地實施調查及量測作業，台東林區管理處於 98 年 8

月 30 日起即派遣施工機具開闢施工便道前往堰塞湖實施降挖工程，於 9

月 26 日抵達堰塞湖下游約 2 公里處，惟受凱莎娜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於

山區降下大雨，完成之施工便道遭溪水沖毀，其後持續進行施工便道修

復，於 11 月 18 日通往太麻里溪上游堰塞湖之施工便道完成開通後，台

東林區管理處立即實施溢流水道緊急挖降工程，已成功降低堰塞湖水位

(約 4 公尺)，堰塞湖蓄水量從原 533 萬立方公尺降低至約 250 萬立方公

尺。 

堰塞湖形成初期所施作第一階段緊急工程(溢流水道緊急挖降工程)

雖已有效減輕堰塞湖之致災風險，但考量崩塌區仍有大量土石殘存，未

來仍有可能於洪水期間再次流出造成溢流水道阻塞，而現行於堆積土體

所開挖之溢流水道之岸坡因無實施邊坡穩定設施，岸坡坡趾亦有可能遭

洪水沖刷而破壞並造成溢流水道阻塞。 

另經潰壩水理演算顯示，在清水流之情況下，潰壩洪水波朝下游輸

送時，下游社區所在位置斷面並未發生洪水溢堤之情況，僅有部分斷面

出水高略顯不足，可透過堤防加高或土石清疏方式增加排洪斷面，但若

考量堰塞湖堆積土體遭水流劇烈沖刷之情況，洪水伴與大量土砂混和形

成高濃度挟砂水流甚或誘發大規模土石流動，可能更加劇災害之規模。 

綜上所述，有關第二階段緊急工程之處置，本計畫提出下列建議方

案，說明如下： 

方案 1：設法降低堰塞湖積水深度，降低災害威脅 

 因應對策：以降挖方式再次降低湖水位或設法使堰塞湖消失，

消減災害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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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2：避免堆積土體發生劇烈沖刷或破壞 

 因應對策 2-1：強化溢流水道之排洪能力，避免洪水自溢流水道

漫溢造成土體沖刷。 

依據潰壩水理演算結果顯示，現存溢流水道之排洪斷面在

高流量洪水期間，將會因水位上升而發生溢流， 

 擴大溢流水道寬度 

 因應對策 2-2：強化堆積土體下游面之趾部，避免坡址因沖刷導

致破壞。 

方案 3：避免溢流水道遭土砂淤埋阻塞 

 因應對策 3-1：強化溢流水道岸坡，避免水流沖刷岸坡坡腳，造

成邊坡崩塌。 

 因應對策 3-2：強化溢流水道底床，避免底床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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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太麻里堰塞湖處理對策建議 

一、堰塞湖緊急減災工程 

依據前節緊急處理問題分析所擬定之因應對策，本堰塞湖建議實施

之緊急減災工程處理包括三部分，一為溢流水道二次挖降工程；二為溢

流水道強化工程；三為堆積土體強化工程，以下分別針對各方案實施之

可行性及建議方式說明如下： 

(一)、堰塞湖溢流水道二次挖降工程 

由於台東林區管理處於計畫執行初期已將溢流水道高程降低 4公尺，

使蓄水量並自 533 萬噸降至 250 萬噸，但若考量以降挖方式使堰塞湖水

位降低或完全消失，因目前挖降深度已達 4 公尺(因屬緊急工程故僅挖深

溢流水道，並未考量側岸邊坡穩定性)，若再次進行挖降工程，除頇考量

側岸邊坡穩定性問題，避免側岸邊坡發生坍塌可能造成溢流水道再次阻

塞。另依據 5-2.4 節河道堆積土體分析結果顯示，若考量全面移除堆積

土體，頇挖降之土石量高達 250 萬立方公尺(不包含支流之堆積土石)，

而支流大崩塌區之河道現仍存有大量不穩定土石材料，亦可能於降雨期

間造水流沖刷下移，造成河道再次阻塞，故以降挖方式使堰塞湖消失之

可行性不高。 

(二)、堰塞湖溢流水道強化工程 

溢流水道強化應包括三考量方向：一、挖降溢流水道，設法降低堰

塞湖蓄水量；二、擴大溢流水道通水斷面，增加排洪能力，避免洪水漫

溢造成堆積土體沖刷；三、溢流水道底床及岸坡加強加固，避免底床及

岸坡遭水流沖刷破壞。 

太麻里堰塞湖緊急溢流水道挖降工程已於本計畫執行初期完成，雖

已大幅減少堰塞湖蓄水體積，減低堰塞湖對於下游之致災風險，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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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施作之挖降工程均屬臨時性開挖，未考量溢流水道之通洪能力及兩側

岸坡之沖刷問題，故後續工程之施作應針對溢流水道之設計排洪斷面以

及避免底床及岸坡沖刷之處理進行強化，說明如下： 

1. 依據設計流量調整通水斷面(水道寬度及深度加大)，溢流水道可採複

式斷面施作，入口處並採喇叭口設計，減緩水流速度，將水流順緩導

入溢流水道(如圖 7-3.1)。 

2. 溢流水道底床以塊石鋪底避免劇烈沖刷(如圖 7-3.2) 

3. 溢流水道兩側岸坡實施階段式整坡，利用太空包、石籠或塊石堆砌護

岸，增加邊坡穩定性(如圖 7-3.3) 

4. 為避免崩塌區溪溝殘存土石流出再次阻塞河道，可增大崩塌區坑溝之

通洪斷面，並順其流向將其導入下游主河道。(如圖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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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流水道斷面設計示意圖 

 

溢流水道入口處 

 

圖7-3.1 溢流水道改善工程(通水斷面加大、複式斷面，喇叭口設計) 

 

 

圖7-3.2 溢流水道塊石鋪底及邊坡整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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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3 溢流水道加強工程(兩岸以大塊石、石籠或太空包排砌加固) 

 

圖7-3.4 增大崩塌區坑溝之通洪斷面 

  

砌塊石或太空包保護測岸

拋塊石或太空包保護底床

挖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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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堰塞湖堆積土體強化工程 

為提高堆積土體穩定性，避免高流量時之洪水溢流水流沖刷壩體趾

部，可於堆積土體下游面之河道施作防砂壩或固床工，防砂壩施作後，

後方土石回淤可穩定土體坡腳避免沖刷影響土體穩定性，固床工施作則

可避免河床沖刷，考量太麻里溪堰塞湖乃於莫拉克颱風期間所形成，其

堆積土體歷經洪水沖刷，土體之堆積型態已發生明顯改變，堆積土體遭

水流沖刷後，其下游坡度已漸趨平緩，已無明顯壩體形狀，欲藉由防砂

壩或固床工施作以穩定堆積土體坡腳，避免堆積土體遭水流沖刷後發生

大規模運移之目的並不存在。且經由現地調查及河道地形測量可知，堰

塞湖下游區段適合設立防砂壩之位址，其與堰塞湖堆積土體之距離達 

500 公尺，對於防止坡腳沖刷及攔阻土砂之功能均十分有限，且本區段

河床已遭大量土砂淤積 (達數十公尺)，防砂壩基礎倘若座落於堆積層上，

防砂壩於颱洪期間遭洪水沖刷破壞之機率極高。考量本區段之河道仍處

於劇烈變動之狀態，建議現階段暫不實施防砂工程，未來若河床地形沖

淤變化趨於穩定時，再考量防砂工程施作之可行性。 

由前所述，針對堰塞湖緊急防災工程而言，土砂抑制工程可發揮之

效益十分有限，建議現階段改善溢流水道排洪能力為主要目標，同時針

對堰塞湖下游鄰近河岸之社區進行通洪能力檢討 (颱洪期間之潰壩洪水

數值演算)，針對排洪能力不足之河道實施清疏工程，以提升社區之安全

性。 

 

二、凡那比颱風後防砂工程之修正建議 

由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因受到 99 年 9 月 19 日凡那比颱風影響，太

麻里溪堰塞湖區域地形變動明顯，堰塞湖區已無蓄積水體，相關調查與

分析如前第五章 堰塞湖及崩塌區調查及圖資分析 所述。堰塞湖崩塌區

所殘存之土石於凡那比颱風期間曾再次朝下運移，致使原溢流水道遭土

石局部淤埋，流路並發生變化(偏向左岸)，改道後之溢流水道並因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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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烈沖刷，河床高程大幅降低，湖水並朝下游溢流，且堰塞湖已無蓄積

水體。故此次事件造成大量土砂運移重創台東林區管理處於莫拉克颱風

後所施做之緊急減災工程(溢流水道挖降工程與強化工程)，造成這些工

程失去原有規劃之樣貌與效益。 

台東林區管理處於 99 年 11 月 29 日招集多位專家學者赴堰塞湖區域

進行凡那比災後工程會勘，本計畫參考與會人員意見與相關調查及分析

成果，由於太麻里堰塞湖對下游社區之影響已暫時解除，但考量集水區

仍處於土砂劇烈運移之狀況，現階段以避免崩塌區殘存土石下移及溢流

水道兩岸邊坡崩落流入水道造成河道再次阻塞，並維持溢流水道之排洪

能力為主要處理方法。建議工法如下： 

1. 依據河道現況進行溢流水道修整，穩定流心，維持河道之排洪能力。 

2. 於溢流水道河床及河道兩岸以砌石保護，並強化邊坡之穩定性，避免

水流劇烈沖刷。 

3. 於凡那比颱風後原施做之溢流水道已局部遭道淤埋，其位於目前主要

溢流水道之右側，建議可以人工修整的方式，恢復為第 2 溢流水道，

作為避免主要溢流水道遭土石再次阻斷後之緩衝區，期望能使土砂先

於此處堆積，而後再隨水流運移而下，亦可增大整體之排洪能力。 

 

三、堰塞湖防災監測 

凡那比颱風過境，造成太麻里溪上游大規模土砂運動，今堰塞湖區

已無蓄水，因此已無針對堰塞湖警戒之必要，然而根據相關分析評估判

斷，未來仍有相當高之再次阻塞形成堰塞湖的潛勢。 

針對莫拉克颱風後形成之太麻里堰塞湖，其於初次調查時已達滿水

位並已開始溢流，堆積土體可能在上游流量高時發生沖刷破壞，在堰塞

湖尚未遭水流沖刷潰壞前，除持續監控上游降雨量與鄰近社區河段流量

之變化外，並利用衛星影像監測堰塞湖堆積土體、堰塞湖水位、溢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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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變化，期能掌握災害前兆，爭取預警時間，並彙整相關資訊供各級

防救災單位應變時參考。 

1. 遙測影像監測 

利用福衛二號衛星影像進行判釋分析，掌握堰塞湖崩塌區、堆積土

體及蓄水範圍之變化，若有異常變化時，立即透過 24 小時緊急聯絡機制

進行通報。 

2. 現地變化監測 

派員定期巡查，針對崩塌區、天然壩體及堰塞湖水位之變化進行監

測，並協調當地派出所、鄉鎮公所與村里辦公室協助巡查，並將巡查結

果回報至縣府災害應變中心，彙整資訊後送各級防救災單位參考。若有

異常狀況時，則立即透過 24 小時緊急聯絡機制進行通報。  

3. 雨量監控 

各級防災單位應定時上網查詢雨量資料，依據中央氣象局水文觀測

站資料，監控上游集水區降雨變化，若氣象局發布大豪雨特報或颱風警

報預估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時，通報地方政府警戒；實際 24 小

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時，通報地方政府發布疏散避難。 

 

四、相關緊急處置配套措施 

1、由於堰塞湖形成後可能於上游入流量大時發生沖刷破壞，為安全考量，

建請地方政府、警察單位於降雨期間禁止民眾進入河床活動。 

2、請相關單位於河道沿線明顯處設立明顯警告標誌，提醒民眾注意。 

3、平時派員加強監控下游水位變化，有任何變化隨時通報以作緊急應變

處置。 

4、在堰塞湖尚未潰決破壞前，請持續對於下游社區居民與遊客進行安全

性宣導，提高危機意識，避免發生意外。 

5、台東林區管理處依循通報系統，協請那金峰鄉公所及林管處巡視人員

加強沿溪岸巡守及溪水位監控，若發現異常現象，立即通知下游鄉(鎮)

公所與社區巡守隊，由鄉(鎮)公所通令下游村落撤離，以維安全。  



「太麻里溪包盛社堰塞湖緊急評估及全流域短中長期對策建議計畫」 成果報告書 
 

 

林務局台東林區管理處 7-13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7-4  太麻里溪包盛社防砂工程規劃設計 

本計畫初期階段，原欲藉由堰塞湖下游防砂工程施作以穩定堆積土體

坡腳，避免堆積土體遭水流沖刷後發生大規模運移，然而堆積土體歷經數

次豪雨之沖刷，土體之堆積型態已發生明顯改變，其下游坡度已漸趨平緩，

無明顯壩體形狀，且經由多位專家、委員共同現勘決議，堰塞湖下游區段

適合設立防砂壩之位址過遠，且該區段河床已遭大量土砂淤積(達數十公

尺)，防砂壩之施作對於防止坡腳沖刷及攔阻土砂之功能均十分有限，並考

量河道仍處於劇烈變動之狀態，是以現階段暫不實施防砂工程，未來若河

床地形沖淤變化趨於穩定時，再考量防砂工程施作之可行性。 

由於初期所施作之挖降工程均屬臨時性開挖，並未考量溢流水道之通

洪能力及兩側岸坡之沖刷問題，為減輕堰塞湖天然壩體因洪水劇烈沖刷衍

生下游二次災害問題，故針對堰塞湖天然壩體穩定性之提升與上游土砂流

出之抑制，進行相關必要的工程治理，故緊急防砂工程之施作以針對溢流

水道之設計排洪斷面、及避免底床及岸坡沖刷之處理進行強化。相關工程

配置及基本圖如圖 7-4.1 至圖 7-4.4 所示，其工程內容如下所列： 

1.  0k+000~1k+560，河道清疏。 

2.  1k+560~1k+940，開挖溢流水道，右岸砌塊石(H=5m)，底床拋塊石。 

3.  1k+940~1k+947.5，溢流水道起點底床拋塊石保護， L=7.5M。 

4.  1k+940，溢流水道起點河岸砌塊石保護(H=5m)， L=118M。 

 

有關溢流水道排洪斷面之設計，乃依據設計條件之潰壩水理演算結

果，水理分析乃採用堰塞湖鄰近雨量站之記錄資料，進行水文頻率分析，

取得 50 年設計降雨量，再應用水利署 SSGM 雨型，將設計降雨量轉換為

設計雨型，故可得鄰近各雨量站之 50 年頻率設計雨型。其後採用運動波

模式，將太麻里包盛社堰塞湖上游集水區，根據匯流關係劃分為 15 個小

集水區，利用克利金法得到各個子集水區之 50 年頻率設計雨型，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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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模式獲得最終出口處之流量歷線，應用 HEC-RAS 模式模擬溢流口之水

理過程，其成果如表 7-4.1 及圖 7-4.5 所示。 

 

 
圖7-4.1 太麻里防砂工程平面規劃配置圖 

 

 

 

 

圖7-4.2 太麻里防砂工程縱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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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4.3 太麻里防砂工程橫斷面示意圖 

 

圖7-4.4 太麻里防砂工程乾砌石護岸標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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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1 太麻里防砂工程水理分析計算成果一覽表 

渠道流速 福祿數 

  (m) (m) (m) (m/s)   

1K+940 459.00  463.81  4.81  7.13  1.09  

1K+760 457.50  460.23  2.73  5.40  1.09  

1K+540 453.00  455.49  2.49  8.95  1.92  

0K+400 392.90  396.88  3.98  11.74  1.95  

0K+200 381.30  385.27  3.97  10.76  1.75  

0K+000 372.20  376.16  3.96  10.08  1.55  

 

 

 

  

  
圖7-4.5 太麻里防砂工程水理分析計算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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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前期規劃工程可行性檢討 

根據 98 年水利署「縣管河川太麻里溪水系規劃（莫拉克颱風後治理計

畫檢討報告）」擬定之綜合整治對策，其規畫項目依照民國 95 年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台東縣太麻里溪全流域整體治理調查規劃」內容，建議於

麻利霧溪匯流口以上設置 7 處主流防砂壩，並建議於支流麻利都部溪、補

拉米溪、斗里斗里溪設置 4 處支流防砂壩及潛壩，其相關配置如圖 7-5.1 與

圖 7-5.2。 

根據 95 年報告內容所列分年分期實施規劃期程(如表 7-5.1 所示)，主支

流防砂壩工程之實施期程為民國 99~102 年，其實施期程延後 5 年之原因主

要由於太麻里溪集水區於海棠風災過後，集水區內新生多處崩塌地情形，

河床亦有大量土石堆積，考量災後河床仍處與不穩定狀態，故建議相關規

劃工程應於 5~7 年後再行實施。 

然而由於莫拉克風災影響，根據前述河道測量比對與土砂堆積狀況之

調查，上游產生更大規模之崩塌堆積土石，較之海棠颱風災後情況，現今

流域內土砂正處於更不平衡之狀態，根據災後影像搭配當時規劃設壩位

置，許多地點河道大幅刷寬，河道內大量土砂淤積，如圖 7-5.3 所示，已非

當初調查規劃之狀況。且於本計畫執行期間，遭遇凡那比颱風影響，使堰

塞湖區受到大量土砂堆積而掩埋，已無蓄積水體，加上原本堆積於坡面與

河道上的土砂，受降雨影響發生大規模的土砂運移情況，造成太麻里溪流

域內河床地形變動明顯。 

故基於相同之考量，針對前期規劃之工程設置，由於現階段太麻里溪

流域內河床及土砂尚未達到穩定狀態，上游大量堆積土砂勢必會逐年向下

游運移，造成地形變動明顯。故在太麻里溪主流方面，本計畫建議現階段

並不適宜防砂壩工程之施作，建議僅針對部落重點區域進行保護工程，並

於局部有嚴重土砂堆積的河段進行清疏工程，以持續觀察監測太麻里溪河

道狀況，待整體流域內之土砂趨於穩定後再進行相關調查規劃檢討作業；

而在太麻里溪流域內支流方面，建議待 1 至 3 年後，可先逐步選定大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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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堆積之支流，如斗里斗里溪、補拉米溪、麻利都部溪(黑河)、馬奴爾溪(白

河)、麻立霧溪等，進行相關防砂工程設置之調查與評估，配合適當之工程

位置，以冀能透過工程手段攔阻支流內大量土砂往主河道輸送，並調整支

流內的河床坡度，使之趨於穩定。 

 

 

 

 

 

 

 

 

表7-5.1 民國 95 年規劃案分年分期實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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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2 主流建議設置防砂壩位置示意圖 

 

圖7-5.3 支流、野溪建議設置防砂壩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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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5.4 前期規劃工程位置河床淤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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