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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探討

吉安溪大山橋地區水患治理工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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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彥

水土保持局第六工程所-所長

摘要

吉安溪大山橋地區(土石流編號

。05) 堤岸過低，河道及兩側護岸尚未

治理，淤積嚴重，導致每逢颱風豪雨

溪水溢流，威脅影響居民生命及財產

損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第六工程所為有效解決水土保持問題，

及針對現況進行上、中、下游整體治

理評估後擬定對策，其中吉安溪大山

橋地區水患治理工程頗受各方重視，

乃整理資料探討，本工程之特色為 a).

增加流速沖淤:減少土砂堆積於輸送

段、 b).彎道超高設計:避免上游之瞬間

雨量經過凹岸後造成溢流。

壹、前言

吉安溪上游於民國 79 年 6 月 23 日

歐菲莉颱風(最大小時降雨 149mm)及

圖 l 以往災害

陳昇德

康技技V1tJ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79 年 9 月 7 日黛特颱風(最大小時降雨

250mm)侵襲東部，所帶來之豪雨導致

花蓮地區發生嚴重之災害，吉安鄉法

華山地區遭大量土砂掩埋，造成 4 人

死亡及法華山寺兩岸民房、農舍、農

作物埋沒流失等嚴重災害，詳如圖 1 '

對居民生命財產及經濟建設造成莫大

威脅，亦影響到生活品質及環境生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為使士

石流整治能畢其功於一役，針對以往

源頭整治工程及上、中、下游等作全

盤之考量，並藉由規劃案之推動擬具

永久性之整體治理計畫以作為治山防

災之依據。

然而從早期混凝土構造物被大量

使用於整治工程，使原本蜘蜓的河道

被兩道白牆框住:而今生態環境意識

抬頭，整治工程之概念必須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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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太平洋，集水

區面積約 3，200 公

頃，溪床平均坡度

0.9% '溪流主流全

長 1 1.4 公里，本集

水區岩層屬於先第

三紀變質岩，以古

生代晚期至中生代

大南澳層為代表，

以片岩為主，地理

位置詳如圖2 。

參、規劃理念

一、現況問題

1. 吉安溪大山橋上游堤岸過低，河

道及兩側護岸尚未治理，淤積非

常嚴重，導致每逢颱風豪雨溪水

溢流，危及附近居民，嚴重影響

週遭環境及交通出入，詳如圖3 。

2. 現有堤頂空間未經整體做有效率

之規畫H '雜草叢生，破壞生態及

環境景觀。

二、規劃原則

1.銜接以往治理工程，以上游士石

流整治、中游疏導河道保護兩岸、

~i) 重豆。
-'、、=

圖 3 現況問題分析圖

貳、區域概述

吉安溪原名七腳川溪，為土石流

潛勢溪流(編號花蓮005) ，發源於秀

林鄉之七腳川山及初英山附近，標高

約 1357 公尺，介於美崙溪與木瓜溪之

間，流經吉安鄉、花蓮市經南潰公圍

吉安溪大山橋上游整治工程即在此永

續發展概念下，嘗試使用不同以往之

整治方式施作，本文即針對整治士程

使用之士法與概念，加以探討說明，

供未來相關工作推動之參考

民國 79 年 6 月 23 日歐菲利颱風造

成法華山地區遭土石掩埋，造成嚴重

圖 2 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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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空間(親水) ，以河川生態保育復育，

永續發展為目標，提供生態教育之環

境(活水) ，規劃願景，詳如圖 5

四、治理效益

1.保護兩岸農田、果園約 100 公頃、

營區 l 處(約 2 公頃 50 人)、居民

約 300 人。

2. 遠離坡地災害，營造環境新風貌。

3.利用生態工程達到防洪減災之目標。

4. 營造河谷廊道之水域環境。

5. 環境再造提供居民休憩空間。

6. 控制溪溝流心、有效排放洪水、

保護兩岸土地避免遭受淘刷沖蝕、

減少土壤流失。

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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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吉安溪整體規劃配置圖

下游河道清淤景觀維護整體治理

規劃之考量，做為治理原則，整

體規劃配置，詳如圖 4 。

2. 針對本地區之地貌、生態環境及

景觀資源，採用近自然生態士程，

設置相關觀景休聞設施，以達防

止縱橫向沖淤、創造生物避難棲

息空間及凸顯出當地生態環境之

特色等目的，並期望在治山防災

與生態環境維護兩者閏創造雙贏。

三、目標與願景

以治河防洪為主、確保生活環境

(治水) ，結合生活飲用、灌溉生產為

一多功能之河川(利水) ，創造出人河

和諧、環境融合、廊道復育之親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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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吉安溪工程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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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踏步式固床工施工現況圖

踏步式固床主施士現況，詳如圖 6 所示。

二、多階式護岸

將兩側河道護岸以兩階段不同斜

率型式及構造，架構成員景觀、生態、

休聞之多功能空間環境，第一階段以

1 : 5 緩坡之大塊石，增加親水空間及

生態環境，並防止雜草叢生，第二階

段以約 1 : 1 坡度砌景觀卵石，增加護

岸景觀性及柔和性。多階式護岸施工

現況，詳如圖 7 所示。

肆、設計內容

一、踏步式固床工

固床工係為安定溪床防止縱向沖

刷、溪床堆積物再移動、溪岸之崩塌

及保護護岸等構造物之基礎為目的而

施做，吉安溪大山橋上游整治工程固

床工設計時，除了考量固床工的基本

目的外，另考量固床工施做後能串聯

兩側步道系統，添增景觀河川之意象，

故採用親水階梯配合踏步式固床工之

組合，連貫兩岸動線營造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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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營造

將堤頂空間重

新塑造，結合藍帶

一綠帶形成一條景

觀廊道，設置三處

親水階梯及踏步式

固床主，串聯兩側

步道系統，添增景

觀河川之意象及親

水空間，詳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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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景觀配置圖

二、施工常見問題與探討

1、乾砌塊石:

係為單純使用塊石構築擋土牆、

護岸等結構物，而無使用其他材料之

砌石主法，用於本土程多階式護岸第

圖 7 多階式護岸施工現況圖

伍、施工

一、工程概述

本工程施做範圍於吉安溪大山橋

往上游施作 200M ，工程內容為混凝土

格框塊石護岸 200M 、踏步式固床工 4

座、景觀步道 200M及植栽 270 株，工

程配置，詳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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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砌石石塊非

均一圓形，故堆

砌時應注意塊石

之篩選。

圖 10 砌石工法堆砌示意圖

造成構造物下游面遭水流掏刷及無法

達到設計治理目的等問題，預防措施

為固床工設計高度適宜，確實依現況

地形測量放樣，以降低構造物損壞機

率之提高。

三、品質控管

為確保工程之品質能適切地達成

目標及工程主辦機關之要求，本工程

排定於每半個月一次品質稽核;此外，

監造專任工程人員排定每個月督導一

次，以確實暸解工地現況、施工進度

及品質之管控，詳如圖 11 0

~22~

錯誤堆砌形式標準堆砌形式

圖 9 工程配置圖

2、固床工:

係為穩定溪床而設置之橫阻溪谷

構造物，用於本士程之階梯式固床士，

施工較常見問題為基礎開擇深度不足

及固床工下游面未設置消能設施，易

一階段緩坡處，此工法較常見問題為

塊石堆砌方式及塊石尺寸不符合規定，

易使構造物失去穩定性而造成損壞現

象，針對現況問題預防重於補救，塊

石材料應確實做好自主檢查，砌築方

式主要為六圓砌或五圍砌，但不可以

四團砌、七圓砌或八圍砌施做，詳如

圖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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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場施工說明會

2 模板進場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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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場查核

圖 11 工程現況及查核過程

1 模版施工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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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局長官

蒞臨指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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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人員應善用手持水準儀，俾

利勘查、設計及施工時檢視排水

系統及坡向正確性。

7. 工程人員需設置防災措施時，必

須要有風險與應變概念。

工程之安全。

3. 固床工設置時應考量與護岸介面

關係。

4. 在已整治河段之主址上下游，宣

整體考量將士址前後段之土石、

雜草清理及環境維護，藉以延長

災害風險週期。

5.坡地崩塌災害不等於士石流災害，

土石流災害才是農委會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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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設置防災措施時，工程人

員必須要有風險與應變概念

四、現場指導

工程施作期間，承蒙本局吳局長

重視，於 96 年 8 月 24 日進行指導，現

勘全程以 DV 方式進行拍攝，將製作

成一教育短片，以利後續工程推動之

範例，現勘過程中，局長與現場人員

互動非常良好，也針對工程提出幾點

看法:

1.護岸階梯設計時應考量每階寬度、

高度，以利行走安全及舒適，有

危險的地方不宜設階梯，避免發

生危險。

2. 野溪整治無論是一期或分期，每

階段須完整做收尾，以確保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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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24m/s' 現有護岸流速為 3.77m/

V 表示多階式護岸流速較傳統的

快，可設置於流通區將河道中土

砂藉由較快的流速往下移動至堆

積區，詳如圖 12 。

2. 彎道超高設計，本工程藉由超高

設計避免上游往下之瞬間大量溪

水經過凹岸後，因離心力作用向

外溢流造成淹水情形發生，詳如

圖 13 。

三、施工安全

防災措施應依照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第四章、第五章及第七章第十二

節規定辦法確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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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274.74c
ms

圖 12 增加流速沖淤示意圖

圍的護岸超高設計示意圖

Q2=287.24c

二、設計特色

1. 增加流速沖淤，本工程採用多階

式護岸經過合理化公式QP=CIA/360

及曼寧公式求得流速 V ，詳如表

2 '經過比較後，本計畫護岸流速

陸、結論與建議

一、規劃構想

1. 未來工作考量上、中、下游(縣政

府、水保局、水利署)整體規劃，

分區治理以達水患治理之預期效應。

2. 待後續辦理上游現況勘查評估是

否有加強整治的需要性及下游定

時清淤。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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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流入洪峰流量: Qp= 360

C 值逕流係數均介於 0.7~0.8 之間，本計劃集水區因開發度不大， 09:建議採用 0.7 。

I 值降雨強度利用本集水區鄰近之花蓮雨量站歷年資料分析得之平均年雨量2109mm代入，

求得 138.6 (mmJhr)
A 值集水面積 513 (ba)

Qin= (0.7*138.6/513) 1360=138.25 (ems)

下游排出可容許洪峰流量:V=~R2I3S'12n

Qoutl Al 斷面積 (m) VI 流速 (m/s) N 常數 RI 水力半徑 SI 坡度 PI 溼週 (m)

本計畫河道

274.74 64.85 4.24 0.03 2.48 0.48% 26.10

Qout2 A2斷面積 (m) V2 流速 (m!s) N 常數 R2水力半徑 S2 坡度 P2 溼週 (m)

原有河道

287.24 76.20 3.77 0.03 2.09 0.48% 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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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理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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