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義 

 河川水量突然增加，水位暴漲導致溢出河岸而氾濫的現象 

 臺灣洪水的成因 

 臺灣地處副熱帶與熱帶交界，四面環海，氣候潮溼多雨，年 
    平均雨量約2500毫米，為世界平均值的2.5倍 

 由於臺灣平均雨量集中在五至十月，且臺灣地區地勢陡峭、 
    河流短促，往往因梅雨及颱風季節所帶來的大量降水而引起 
    河水暴漲，溢出河道 



 影響 

 猛烈的洪水挾帶大量的泥沙、礫石，淤積於河道的兩側 

 當洪水退去，這些礫石、泥沙堆積在河道兩側，即為氾濫平原 

 防治 

 臺灣地狹人稠，常以修築堤防的方式，利用氾濫平原來增加人 
    們活動的區域。水量小時，堤防外的河岸可以作為公園、停車 
    場等用途；雨季或大雨來襲前，則須立即疏散車輛人員，以免 
    因水位高漲而發生危險。 

 疏濬河道及規劃低窪地區排水系統也是很重要的防洪工程 

 豪大雨來臨時，將車輛放置於地勢較高處；並遷移低窪地區民 
    眾至地勢較高處。並啟動河道分洪措施，均可減低洪水來臨時 
    帶來的危害！ 



 災害 



 影響 

 氾濫平原的使用 

平日河岸可作為停車場 
（攝於臺北 中正橋下） 

當大雨或颱風來臨時，河岸可
能因水位高漲而被淹沒 
（攝於臺北 中正橋下） 



 防範 – 蓄洪 



 防範 – 分洪 

 分洪道 



 防範 – 疏洪 

 二重疏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