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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計畫緣起 

1-1 計畫緣由 
臺灣南部地區降雨量偏低，且缺乏大型水庫調節蓄水資源，而成為易

有旱災之地區，復以民國98年8月份莫拉克颱風侵襲，南部主要水庫如南

化、曾文水庫集水區大幅崩塌，影響供水穩定甚鉅，為確保南部主要水庫(曾
文、南化、烏山頭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

升南部區域水源備援及常態供水能力，保障民眾用水權益，立法院業於民

國99年4月20日三讀通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

特別條例』(以下簡稱穩定供水特別條例)，並於民國99年5月12日 奉總統

令公布實施(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900112311號令)。 

為落實延長水庫壽命及穩定南部供水，經濟部依穩定供水特別條例第

三條研擬『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以下簡稱

穩定供水計畫)，共分為四項子計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為穩定供水計畫中央執行機關之一，具體研擬『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

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實施計畫』(以下簡稱穩定

供水實施計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以下簡稱林務局)配合擬定『曾

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執

行計畫』(以下簡稱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作為實施計畫執行之依據。 

『穩定供水執行計畫』執行期程為99-104年度，共計執行6年，林務局

嘉義林區管理處(以下簡稱嘉義處)依據『穩定供水執行計畫』，辦理曾文、

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落實土地管理」及「加速集水區保育

治理」等工作迄今，為整合與檢視嘉義處保育治理工作階段性辦理情形及

其防治成效，擬透過資料整合、現場調查及相關科學分析，以確實具體進

行防治成效量化評估，並依滾動檢討原則，檢視後續辦理工作，依實調整

提出相關建議，供嘉義處後續辦理工作之參考，以符實際。 

1-2 計畫目的 
針對基本資料蒐集與建置、集水區國有林地現地調查、集水區保育治

理工程調查、集水區土砂生產量及土砂收支等工作項目，採現地調查和運

用遙測技術等方式，用以瞭解國有林班地崩塌地變化歷程、集水區土砂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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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布、集水區河道土砂產出量及保育治理工作防治成效等，經由各項方

式，針對集水區土砂生產環境進行通盤評析，以具體化說明嘉義處執行『穩

定供水執行計畫』之保育治理工作成效及執行成效評估指標，並整合嘉義

處辦理『穩定供水執行計畫』相關工作內容，作一完整呈現，俾利資訊公

開及大眾瞭解。 

1-3 上位計畫 
為確保南部主要水庫(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

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南部區域水源備援及常態供水能力，保障民

眾用水權益，立法院業於民國99年4月20日三讀通過『穩定供水特別條

例』，並於民國99年5月12日  奉總統令公布實施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2311號令)。為落實延長水庫壽命及穩定南部供水，經濟部依穩定

供水條例第三條研擬『穩定供水計畫』。 

『穩定供水計畫』共分為四項子計畫，分別為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

水庫設施更新改善及淤積處理、調度及備援系統提升、新水源開發，並由

中央執行機關研擬相關實施計畫。 

依『穩定供水特別條例』第三條及經濟部民國99年12月31日『穩定供

水計畫』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捌、討論事項第一項決定之「穩定供水計畫提

報及審議分工表」規定，執行機關需依據『穩定供水實施計畫』擬定執行

計畫，為此，林務局配合擬定『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作為計畫執行之依

據。 

另依據水庫集水區現地復育情況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林務局及臺灣

嘉南水利會權責所屬各分項工作經費籌措與執行進度，提報經濟部辦理『穩

定供水計畫』(第1次修正)，並經行政院民國102年1月9日院臺經揆字第

10110083037號函核定在案，農委會並配合擬定穩定供水計畫-實施計畫

(第1次修正)(以下簡稱實施計畫第1次修正)，經經濟部102年8月12日經水

字第10200081840號函同意辦理在案，為此，林務局配合編擬「穩定供水

計畫－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執行計畫(第1次修正)(以下簡稱執行計畫第1
次修正)，以為執行之依據。 

依據上述上位計畫，本計畫摘錄有關資料，作為本計畫國有林地保育

治理工作防治成效評估之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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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 

依行政院民國100年5月核定之『穩定供水計畫』，就水庫集水區整

治而言，以土地使用管理與防災監測之非工程手段為主，治理工程手段

為輔。水庫庫區及下游之穩定供水部分，短期策略為加強漂流木及淤積

清除、強化既有設施備援及調度能力；長期策略為增建水庫防淤(兼防洪)
設施，以提升水庫防淤效率，確保水資源設施永續利用，並增加備援及

常態供水能力，提升供水穩定度，保障民眾用水權益。 

另依據行政院農委會民國100年9月核定之『穩定供水執行計畫』及

民國102年12月核定之『執行計畫第1次修正』，林務局整治計畫目標如

下： 

1.抑止土砂生產，減少泥砂入庫 

針對土砂直接影響庫容之災害源頭區優先保育，抑止野溪縱橫向沖

刷、崩塌擴大等潛在土砂生產。 

2.加速植生復育，防止崩塌擴大 

針對交通可達、技術可行、地形許可之野溪及重要崩塌地，透過人

為手段，加速植生復育及降低崩塌擴大風險，預計可整治150處，另受

限於地質地形而自然崩塌屬人力機具無法到達者，且距保全對象亦有相

當距離，崩塌地採自然復育方式治理，並逐年透過衛星影像或正射影像

圖來判視其崩塌量演變。 

3.進行災害防治，降低致災風險 

針對22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及公共設施進行保護，減少生命財產損

失。 

4.加強土地合理使用宣導，減少違規使用 

(1)透過土地使用管理宣導與教育，配合非法土地利用巡查取締，促進

土地合理利用，減少人為開發。 

(2)鼓勵並輔導出租地林農加速完成造林，提高森林覆被，減少林地裸

露，以涵養水源、淨化水庫水質、綠化環境，提升生活品質。 

(3)藉由林地有效之經營管理、合理利用及加強不法查緝取締，遏止森

林盜伐濫墾、山坡地超限利用行為，防範人為開發破壞，防止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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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失，以維護國家森林資源、鞏固國土，提供人民綠能優質的樂活

環境。 

二、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依『穩定供水執行計畫』及『執行計畫第1次修正』，本計畫所辦理

的相關防砂設施，其功能有：1.減緩河床坡度，防止縱橫向沖蝕、2.控制

流心，抑止亂流，防止橫向沖蝕、3.固定兩岸坡腳，防止崩塌、4.調節河

床砂石、5.抑止土石流，減少災害；所以防砂構造物存在期間，即使淤滿

仍有防砂功能，因此本計畫之預期績效係以防砂設施存在期間所防治之

潛在土砂產生量為評估基準。本計畫績效指標與評估標準詳表1-3-1及表

1-3-2所示。 

表 1-3-1 計畫績效指標與評估標準表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落實土地管理 
租地補償收回 237.5ha，收回之林地納入整體國家森林經營計畫中妥

善管理，以利國土保安，涵養水源。 

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
1.野溪整治、崩塌地整治及造林 150 處 
2.整體規劃 1 件。 

註：本計畫保育治理以＂處＂為單元進行規劃，係於莫拉克颱風後暫以預估之方式估算，因考量計畫執行期間
達六個年度，未來計畫區域遭受颱風豪雨影響仍無可避免，未來若有新的重點災害區位發生，本計畫將於
年度滾動式檢討時一併納入進行保育治理區位調整。 

資料來源：林務局「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執行計畫(第 1 次
修正)」(民國 102 年) 

表 1-3-2 計畫分年績效指標與評估標準表 
年度(民國)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99 100 101 102 103 104 

總計 單位

落實土地管理 租地補償收回 50 37.5 37.5 37.5 37.5 37.5 237.5 ha 
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 野溪、崩塌地整治及造林 16 57 30 25 12 10 150 處 
註：為達成總績效指標，本分年績效表將於該年度執行結束後配合滾動式檢討結果進行調整 
資料來源：林務局「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執行計畫(第 1 次

修正)」(民國 102 年) 

三、執行策略及方法 

依『穩定供水執行計畫』，針對水庫上游集水區部分，主要以災害

治理、水土保持監測與管理、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育為策

略，兼顧治理與管理、加強生態保育與環境景觀維護等理念，達成避(減)
災、保土蓄水、土地合理利用目標，相關工作說明如下： 

(一)落實土地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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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立護管責任制，對於交通便利、人員出入頻繁處易被濫墾、濫建地

區列為重點地區，加強林地護管巡查工作。 

2.利用PDA及GPS套繪農航所提供各年度最新版正射影像圖作租地造林

地、造林地、切結地等圖籍比對，以查察濫墾、濫建、擅設工作物等

違規違法情形。 

3.利用契約書換約、轉讓、繼承時，查明是否有租地擴墾情形。 

4.利用國土監測中心提供衛星影像變異點來監測比對，藉以舉發林地內

濫墾、濫建。 

5.水庫集水區之租地由本局嘉義林區管理處加強宣導租地造林相關法

令，輔導並督促承租人善盡合約義務責任，依雙方訂定租約實施造林，

如有天然生林木應併同撫育，使林木均勻覆蓋林地，以維護集水區森

林生態環境；如發生違約案件，承租人仍拒不配合限期改善者，以寄

發存證信函告知租約終止限期交還林地，否則循訴訟程序辦理收回林

地之方式處理。 

6.租地如原有種植果樹或短期作物（茶樹）等違反租約情形者，將依「出

租造林地逾期未編列案件處理作業規範」相關規定，輔導承租人於民

國104年12月31日前，均勻混植每公頃600株以上之造林木，並由本局

嘉義林區管理處依規抽查及加強巡視，以確實維護改正造林成效，加

強土地管理。 

7.集水區內如有機關申請用地事宜，須為改善水土保持工作所必要或為

國家重大建設需要，其餘亦必須符合森林法、同法施行細則相關規定、

水土保持法及本局所訂定林地租用審查注意事項，始得辦理，以嚴格

管制土地利用開發行為。 

8.出租造林地申請興建工寮地點如屬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者，會同經濟

部水利署等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再行辦理；位於水庫集水區之出租造

林地依森林法第10條規定限制林木伐採，並勸導承租人配合辦理租地

補償收回，以利國土保安、涵養水源。 

9.依農業委員會報院核定之「國有林出租造林地補償收回計畫」，本從

優補償精神，鼓勵及勸導集水區範圍無力造林或無意願繼續造林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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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人主動提出交還林地申請，收回之林地納入整體國家森林經營計畫

中妥善管理，期復育之林地生生不息，發揮森林之公益效能。 

(二)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 

1.源頭處理：源頭裂縫處理，包含裂縫填補、危木伐除及坡頂坡面截排

水等措施。 

2.崩塌地處理：地滑地及崩塌地治理，主要針對道路邊坡及河岸邊坡崩

塌地，和其所產生之不穩定土砂，以恢復坡面植生、維持坡腳之穩定，

避免坡面持續遭受沖刷為治理重點。 

3.坡地保育：坡地聚落排水及沉砂系統改善，包含排水、跌水及沉砂設

施等措施。 

4.土石災害復育：集水區土砂生產抑止及輸送抑制，包含野溪處理、防

砂設施、護岸及擋土設施等措施。 

5.緊急處理及規劃：辦理防汛期間緊急災害處理及規劃，以控制災害情

形及減少二次災害發生。 

四、分期(年)執行策略 

依『穩定供水執行計畫』及『執行計畫第1次修正』，林務局分期(年)
執行策略如下： 

1.治理原則 

(1)保育治理原則 

A.植生復育為主，工程為輔。 

B.各項保育工作應因地制宜，優先採用柔性工法為之。 

(2)保育優先順序 

A.無保全對象且無繼續擴大崩塌沖蝕者，考量自然復育。 

B.土砂淤積嚴重影響保全對象者，立即處理。 

C.主要泥砂來源影響水庫壽命及安全者，優先處理。 

(3)依防汛期前後，採滾動式檢討與管理。 

2.分期執行計畫內容 

依『執行計畫第1次修正』，計畫期限仍為民國99年起至104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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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國有林地基本資料 

2-1 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包含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內國有(保安)林地範圍

(約48,152ha)，說明如下。 

一、曾文水庫集水區 

曾文水庫集水區內國有林地屬大埔事業區，包含23~142、163~233
等共計190林班，國有林地面積總計約34,760ha，行政區隸屬嘉義縣阿里

山鄉、大埔鄉、番路鄉與高雄市那瑪夏區。 

二、南化水庫集水區 

南化水庫集水區內國有林地大多屬玉井事業區，包含玉井事業區

35~79及82林班，並含一部分之大埔事業區78林班，共計47林班，國有

林地面積總計約9,548ha，主流為後堀溪，集水區位於嘉義縣、臺南市及

高雄市交界，行政區以臺南市南化區為主，並涵蓋部分嘉義縣大埔鄉及

高雄市甲仙區。 

三、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內之林地係屬區外保安林(2007)，保安林地面積

約3,844ha，行政區以臺南市六甲區及官田區為主，並涵蓋部分之東山區

與大內區。 

表 2-1-1 計畫區基本資料表 
集水區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烏山頭水庫 總計 

行政區 
嘉義縣阿里山鄉、
番路鄉、大埔鄉；
高雄市那瑪夏區 

嘉義縣大埔鄉 
臺南市南化區 
高雄市甲仙區 

臺南市六甲區、官
田區、東山區、大
內區 

- 

集水區面積(ha) 48,100.00 10,830.00 5,824.00 64,754.00
國有林地面積(ha) 34,760.00 9,547.74 3,844.49 48,152.23
國有林地百分比(%) 72.27 88.16 66.01 74.36

國有林地別 
大埔事業區 
23~142、
163~198、203~233

玉井事業區 
35~79、82 林班 
大埔事業區78林班

區外保安林(2007) - 

資料來源：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及本計畫整理 

2-2 權責劃分 
依據民國94年1月5日行政院召開「水庫集水區保育防災新思維」會議



「103-105 年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治成效評估」 104 年度成果摘要報告

 

 
 

2-2

結論、95年3月行政院核定之「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水利署96年1月29
日經授水字第09620200600號令訂定「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暨有關事

項處理原則」、99年5月1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900112311號令「穩定

供水特別條例」及100年5月核定之「穩定供水計畫」，曾文、南化及烏山

頭水庫集水區辦理各項工作之權責劃分，內容如下： 

一、執行步驟(方法)與分工 

依據「穩定供水特別條例」第三條規定，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而「穩定供水特別條例」

之中央執行機關，為編列預算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地方由適

用地區內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及農田水利會

執行之。各機關辦理之事項及權責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辦理下列事項 

1.穩定供水政策及計畫之擬訂。 

2.穩定供水計畫之推動、協調及其他相關事項。 

3.中央執行機關所擬各期實施計畫整合、協調、審查、督導及管制考核。 

(二)中央執行機關依其主管目的事業法令辦理下列事項 

1.穩定供水預算之編列。 

2.擬訂及推動各期實施計畫。 

3.依各期實施計畫訂定執行計畫並執行之。 

4.督導及管制考核地方執行穩定供水特別條例之各項工作。 

5.督導及管制考核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第九條所定之管理計畫。 

(三)適用地區內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及農田

水利會，應依中央執行機關所定執行計畫，辦理其相關工作。 

二、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 

依據「水庫集水區保育防災新思維」會議結論、「水庫集水區保育

綱要」、「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暨有關事項處理原則」及「穩定供

水計畫」，進行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之權責劃分詳表2-2-1
所示，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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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由水利署監督並由各水庫管理機關(構)治
理。 

(二)國有林班地治理(不含蓄水範圍)：由林務局負責。 

(三)上開二款以外之山坡地治理：由水保局負責。 

(四)集水區內道路系統─由道路主管機關依權責辦理(路權及上下邊坡不

可分割之治理範圍)。 

表 2-2-1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權責分工治理區位一覽表 
類別 曾文水庫集水區 南化水庫集水區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國有林地 
(不含蓄水範圍) 林務局 林務局 林務局 

山坡地保育區 水土保持局 水土保持局 水土保持局 

水庫蓄水範圍 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
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六區管理處 嘉南農田水利會 

林道 林務局 
農路 嘉義縣、臺南市及高雄市政府、水土保持局 

省道及縣道 公路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台南市政府 道路 
鄉道及一般

道路 嘉義縣、臺南市及高雄市政府 

權責分工依據：1.「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例」、2.「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
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3.「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4.「水庫集水區治理權責分工暨有
關事項處理原則」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2-3 歷年災害因應治理情形 
由於計畫集水區地質不佳，易受颱風豪雨沖刷，且計畫區之崩塌分佈

極為廣泛，部分崩塌地形陡峭，地質條件惡劣，災害地點偏遠且交通無法

通達，導致施工之困難度增加，使得全面整治崩塌地不易達成，不可能有

完全保育及無土砂流出的治理目標，並由於工程保護有其限度，不可能無

限提高保護標準，因此硬體工程手段仍無法完全避免災害再發生，仍得配

合軟體避災之方式進行災害管理。 

為減緩水庫淤積及延長水庫壽命，林務局依「穩定供水計畫」、「穩

定供水實施計畫」及「穩定供水執行計畫」積極推動各項工作，由於水庫

上游集水區崩塌及沖蝕之狀況，主要為受天然地形、地質條件影響，故各

項計畫於核定及推動前，皆經宏觀考量，以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為出發點，

積極推動水庫集水區保育，維護水庫功能，以管理重於治理之原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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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林各方面功能作整體有效之經營，突破傳統在水庫集水區管理、

治理層面的思維，擬訂相關策略。 

依據「穩定供水計畫」，就水庫集水區整治而言，以土地使用管理與

防災監測之非工程手段為主，山坡地治理為輔，據此林務局擬定整治計畫

目標包含(1)抑止土砂生產，減少泥砂入庫、(2)加速植生復育，防止崩塌擴

大、(3)進行災害防治，降低致災風險、(4)加強土地合理使用宣導，減少違

規使用。 

據此，嘉義處針對權責國有林地範圍內，具直接影響保全對象且人力、

機具可及之致災區位，投入大量人力、物力及財力積極辦理各項保育治理

工作，工作內容包含崩塌裸露地整治、防砂設施建置及邊坡保護為主，相

關治理措施目前仍持續進行中，並依滾動檢討精神，依實調整。 

本計畫綜整嘉義處提供計畫區內，其所執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中

之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資料，得知於民國99~104年間，嘉義處共執行255
處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包含141處保育治理工程及114處造林植生工程，

合計已投入經費約1,744,960仟元，如表2-3-4所示，項目包括：崩塌地整

治與復育、野溪治理、林道改善與維護、造林植生及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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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嘉義處執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保育治理工程統計表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烏山頭水庫 小計 原核定 水庫 

 
年度 處數 經費 

(仟元) 處數 經費 
(仟元) 處數

經費 
(仟元) 處數

經費 
(仟元) 處數 經費 

(仟元) 
99 11 80,361 7 87,851 - - 18 168,212 10 146,000

100 33 435,483 24 423,560 6 49,289 63 908,332 45 975,000
101 8 126,734 5 52,872 2 17,061 15 196,667 13 210,000
102 13 111,175 4 51,470 1 16,572 18 179,217 15 181,000
103 6 60,831 5 54,070 3 19,865 14 134,766 11 133,000
104 8 65,252 3 35,458 2 16,537 13 117,247 9 133,000

保

育 
治

理 

小計 79 879,836 48 705,281 14 119,324 141 1,704,441 103 1,778,000
99 12 6,250 1 1,256 - - 13 7,506 6 11,000

100 10 8,917 2 2,150 - - 12 11,067 12 13,000
101 29 8,264 8 4,886 - - 37 13,150 17 15,000
102 10 1,500 3 724 - - 13 2,224 10 8,000
103 14 1,607 6 1,284 - - 20 2,891 1 6,000
104 15 2,722 4 959 - - 19 3,681 1 6,000

造

林 
植

生 

小計 90 29,260 24 11,259 - - 114 40,519 47 59,000
99 23 86,611 8 89,107 - - 31 175,718 16 157,000

100 43 444,400 26 425,710 6 49,289 75 919,399 57 988,000
101 37 134,998 13 57,758 2 17,061 52 209,817 30 225,000
102 23 112,675 7 52,194 1 16,572 31 181,441 25 189,000
103 20 62,438 11 55,354 3 19,865 34 137,657 12 139,000
104 23 67,974 7 36,417 2 16,537 32 120,928 10 139,000

合

計 

合計 169 909,096 72 716,540 14 119,324 255 1,744,960 150 1,837,000
資料來源：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及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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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及本計畫整理 

圖 2-3-1 嘉義處保育治理工作分佈圖 

2-4 國有林地土地利用現況 
本計畫蒐集林務局國有林土地利用型圖(民國94年)、嘉義處「曾文、

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治成效評估」(民國102年)土地利用資

料，及利用本計畫所購買103年1月8日與1月27日之SPOT6衛星影像、10
月9日之SPOT5衛星影像、104年5月14日與6月9日、6月12日之福衛二號

衛星影像、9月24日與10月1日之SPOT6衛星影像與9月23日之SPOT7衛星

影像及相關GIS圖資輔助判釋，配合現地調查更新計畫區內土地利用現況

得知，區內3座水庫土地利用類別以自然環境為主，並以林地類之土地利用

為多，於人為開發類別部分，則以果園為多，其中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

地以竹林 (約佔45.76%)及闊葉林 (約佔41.12%)為最多，而崩塌地約佔

0.74%；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以闊葉林(約佔70.91%)及竹林(約佔

9.12%)為最多，而崩塌地約佔1.34%；烏山頭水庫保安林地範圍以竹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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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49.05%)及闊葉林(約佔19.32%)為最多，而崩塌地約佔0.81%。 

表 2-4-1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土地利用現況一覽表(104 年) 
類型 土地利用 面積(ha) % 類型 土地利用 面積(ha) % 

竹林 15,907.07 45.76 水田 15.20 0.04 
河流 181.43 0.52 旱田 104.52 0.30 
荒地 420.64 1.21 果園 86.70 0.25 
草生地 800.97 2.30 建築區 10.14 0.03 
針葉林 1,990.42 5.73 茶園 43.76 0.13 
崩塌地 258.38 0.74 開墾地 74.77 0.22 
闊葉林 14,291.75 41.12 道路 60.75 0.17 
灌木林 127.52 0.37 檳榔 385.98 1.11 

自
然
環
境 

小計 33,978.18 97.75 

人
為
開
發 

小計 781.82 2.25 
合計 34,760.00 100.00

資料來源：1.林務局「國有林土地利用型圖」(民國 94 年)、2.嘉義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
林地防治成效評估」(民國 102 年)、3.本計畫 104 年現地調查更新 

表 2-4-2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土地利用現況一覽表(104 年) 
類型 土地利用 面積(ha) % 類型 土地利用 面積(ha) % 

竹林 870.50 9.12 水池 0.62 0.01 
河流 332.16 3.48 水庫 38.05 0.40 
荒地 38.39 0.40 果園 504.91 5.29 
草生地 503.47 5.27 建築區 11.92 0.12 
針葉林 169.35 1.77 香蕉園 1.95 0.02 
崩塌地 127.94 1.34 開墾地 7.28 0.08 
闊葉林 6,770.20 70.91 道路 58.12 0.61 
灌木林 0.93 0.01 墓地 0.32 0.00 

- - - 鳳梨 15.59 0.16 
- - - 檳榔 96.04 1.01 

自
然
環
境 

小計 8,812.94 92.30 

人
為
開
發 

小計 734.80 7.70 
合計 9,547.74 100.00

資料來源：1.林務局「國有林土地利用型圖」(民國 94 年)、2.嘉義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
林地防治成效評估」(民國 102 年)、3.本計畫 104 年現地調查更新 

表 2-4-3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土地利用現況一覽表(104 年) 
類型 土地利用 面積(ha) % 類型 土地利用 面積(ha) % 

竹林 1,885.66 49.05 水池 36.43 0.95 
河流 27.61 0.72 水庫 94.24 2.45 
荒地 9.44 0.25 果園 756.39 19.67 
草生地 181.79 4.73 建築區 17.60 0.46 
崩塌地 30.97 0.81 開墾地 0.87 0.02 
闊葉林 742.86 19.32 道路 60.33 1.57 
灌木林 0.08 0.00 墓地 0.11 0.00 

- - - 檳榔 0.11 0.00 

自
然
環
境 

小計 2,878.41 74.87

人
為
開
發 

小計 966.08 25.13 
合計 3,844.49 100

資料來源：1.林務局「國有林土地利用型圖」(民國 94 年)、2.嘉義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
林地防治成效評估」(民國 102 年)、3.本計畫 104 年現地調查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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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崩塌地變遷調查 

3-1 崩塌地判釋 
本計畫已蒐集計畫區內，水土保持局崩塌地判釋資料、水保局臺南分

局100年「南化、烏山頭水庫坡地土砂生產調查分析」、嘉義處100年「曾

文水庫上游林班地整治調查規劃」、嘉義處102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

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治成效評估」等歷年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成果，包括：

海棠颱風、0609豪雨、卡玫基颱風、莫拉克颱風、凡那比颱風、天秤颱風、

康芮颱風後及本計畫所判釋103年1月、鳳凰颱風、104年0520豪雨、蘇迪

勒颱風後等，如表3-1-1所示。 

而由本計畫崩塌地判釋結果，計畫區3座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地總

面積及崩塌率，皆低於嘉義處另案計畫「103年度嘉義處轄崩塌地衛星監控

判釋及災害緊急調查分析」崩塌地判釋結果，其原因主要為本計畫3-1-2節
內文所列判釋基本原則中，對於第(三)河道擴張刷寬造成之裸露，於主河道

範圍視為非崩塌區域，河道旁崩塌裸露之邊波視為崩塌地，而坡度平緩處

之裸露區視為堆積區，併同河道不列為崩塌地、第(四)裸露之岩壁，且經歷

次衛星影像判釋，邊界未有明顯變化者，不列為崩塌地及第(六)崩塌裸露區

內，如已有植生覆蓋之區域，該植生覆蓋區應予以剔除，不列為崩塌地，

等判釋原則不同所致，故形成判釋成果之差異性(如下示意圖所示)。 
 
 
 
 
 
 
 
 
 
 
 
 
 
 
 
 
 
 

本計畫與另案計畫崩塌地判釋差異示意圖(以大埔區168及大埔區224林班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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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計畫區國有林地內各期崩塌地判釋成果一覽表 
水庫 國有林地 

面積(ha) 事件 氣象局
編號 

崩塌
個數

面積 
(ha) 

崩塌率 
(%) 

增減 
(ha) 

資料
來源

備註

0609 豪雨後(95.06) - 669 298.28 0.86 - 4
莫拉克颱風後(98.08) 200908 916 1,139.45 3.28 841.17 3

莫拉
克前

凡那比颱風後(99.09) 201011 1,075 958.83 2.76 -180.62 1
天秤颱風後(101.09) 201214 506 411.72 1.18 -547.11 4
康芮颱風後(102.09) 201315 481 334.93 0.96 -76.79 4
103 年 1 月(103.01) - 801 319.64 0.92 -15.29 5
鳳凰颱風後(103.09) 201416 728 304.33 0.88 -15.31 5
0520 豪雨後(104.05) - 661 277.56 0.80 -26.77 5

曾文 
水庫 34,760 

蘇迪勒颱風後(104.08) 201513 630 258.38 0.74 -19.18 5

莫拉
克後

海棠颱風後(94.07) 200505 675 216.85 2.27 - 2
0609 豪雨後(95.06) - 766 220.28 2.30 3.43 2
卡玫基颱風後(97.07) 200807 1,069 321.45 3.36 101.17 2
莫拉克颱風後(98.08) 200908 1,491 771.62 8.08 450.17 2

莫拉
克前

南瑪都颱風後(100.08) 201111 690 353.38 3.70 -418.24 2
天秤颱風後(101.09) 201214 673 227.24 2.38 -126.14 4
康芮颱風後(102.09) 201315 497 145.44 1.52 -81.80 4
103 年 1 月(103.01) - 1,024 141.54 1.48 -3.90 5
鳳凰颱風後(103.09) 201416 973 139.20 1.46 -2.34 5
0520 豪雨後(104.05) - 932 131.63 1.38 -7.57 5

南化 
水庫 9,547.74 

蘇迪勒颱風後(104.08) 201513 934 127.94 1.34 -3.69 5

莫拉
克後

海棠颱風後(94.07) 200505 176 43.79 1.14 - 2
0609 豪雨後(95.06) - 207 46.89 1.22 3.10 2
卡玫基颱風後(97.07) 200807 277 47.76 1.24 0.87 2
莫拉克颱風後(98.08) 200908 363 52.12 1.36 4.36 2

莫拉
克前

南瑪都颱風後(100.08) 201111 211 42.33 1.10 -9.79 2
天秤颱風後(101.09) 201214 245 32.58 0.85 -9.75 4
康芮颱風後(102.09) 201315 336 49.12 1.28 16.54 4
103 年 1 月(103.01) - 343 30.94 0.80 -18.18 5
鳳凰颱風後(103.09) 201416 296 29.75 0.77 -1.19 5
0520 豪雨後(104.05) - 288 30.72 0.80 0.97 5

烏山
頭 

水庫 
3,844.49 

蘇迪勒颱風後(104.08) 201513 283 30.97 0.81 0.25 5

莫拉
克後

註：崩塌率(%)=國有林地崩塌面積(ha)/國有林地面積(ha) 
資料來源：1.水保局判釋、2.水保局臺南分局「南化、烏山頭水庫坡地土砂生產調查分析判釋」(100 年)、 

3.嘉義處「曾文水庫上游林班地整治調查規劃判釋」(100 年)、 
4.嘉義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治成效評估」(102 年)、5.本計畫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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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各期崩塌變化圖 
 
 
 
 
 
 
 
 
 
 
 
 
 
 
 

圖 3-1-2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各期崩塌變化圖 
 
 
 
 
 
 
 
 
 
 
 
 
 
 
 

圖 3-1-3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各期崩塌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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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1-1及圖3-1-1～圖3-1-3可知，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國有林

地範圍於莫拉克前崩塌地面積逐年增加，並以莫拉克颱風後崩塌地面積為

最多，而莫拉克後至民國101年天秤颱風後，崩塌地面積逐年減少，於103
年鳳凰颱風後崩塌地面積已減少至417.29ha，並已恢復至莫拉克前之民國

95年0609豪雨後之水準，顯示3座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近年來並無重大颱

風豪雨影響，且於嘉義處致力於治理工程下，使計畫區崩塌復育情形良好。 

莫拉克颱風於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造成約1,139ha崩塌面

積，崩塌率達3.28%，至民國103年鳳凰颱風後國有林地崩塌面積已減少至

304.33ha(崩塌率約0.88%)，於民國104年0520豪雨後，國有林地崩塌面積

再減少至277.56ha(崩塌率約0.80%)，至蘇迪勒颱風後，國有林地崩塌地面

積已降至258.38ha(崩塌率約0.74%)。 

莫拉克颱風於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造成約771.62ha崩塌面

積，崩塌率達8.08%，至民國103年鳳凰颱風後國有林地崩塌地已減少至

139.20ha(崩塌率約1.46%)，於民國104年0520豪雨後，國有林地崩塌面積

再減少至131.63ha(崩塌率1.38%)，至蘇迪勒颱風後，國有林地崩塌地面積

已降至127.94ha(崩塌率約1.34%)。 

莫拉克颱風於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範圍內造成約52.12ha崩塌

面積，崩塌率達1.36%，至民國103年鳳凰颱風後保安林地崩塌地面積已減

少至29.75ha(崩塌率約0.77%)，而於民國104年0520豪雨後保安林地崩塌

地面積略微增加至30.72ha(崩塌率0.80%)，於蘇迪勒颱風後保安林地崩塌

面積再微增加至30.97ha(崩塌率0.81%)。 

由歷年崩塌地判釋結果得知，於曾文及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分別

於民國99年凡那比颱風及100年南瑪都颱風後，崩塌地面積已能逐漸減

少，至民國104年0520豪雨後，並皆已回復至莫拉克颱風前(0609豪雨後)
之情形，且無再發生大規模崩塌，顯示區內環境已能逐漸穩定，而烏山頭

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範圍崩塌地面積多小於50ha(崩塌率<1.3%)，顯示整

體崩塌情形仍屬輕微。 

由崩塌率而言，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率約介於0.74%～3.28%
之間，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率約介於1.34%～8.08%之間，而烏山

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率約介於0.77%～1.36%之間，並皆以莫拉克後

為最高，於莫拉克颱風後大致呈逐年降低，於民國101年天秤颱風後並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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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3%，由於影響集水區崩塌率之因素繁多，主要因素包含降雨及環境特

徵之地質、地形等，其中降雨為不可預期因素，無法比較，而環境特徵中，

計畫區之地質組成大致以砂岩、頁岩、砂頁岩互層及泥岩為主，地形上多

屬陡峻山區，坡度以三～六級坡為主，各水庫集水區環境特徵差異性不大，

故造成計畫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之主要原因，以不可預期之降雨因素

為主因。 

3-2 崩塌地變遷分析 
本計畫利用ArcGis之Erase模組進行分析，其中為分析各事件後之新增

崩塌地及崩塌復育地資料，本計畫以0609豪雨後崩塌地判釋做為基準，由

各事件後崩塌地變遷分析成果，曾文及南化新增崩塌地由莫拉克後逐年減

少且崩塌復育良好，應為嘉義處辦理保育治理、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回

之成效，而烏山頭水庫新增崩塌及復育面積差異不大，應為受地形及土壤

條件，使復育情形不顯著，茲分述如下： 

一、曾文水庫集水區 

由表3-2-1及圖3-2-1可知，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以民國98年莫拉

克颱風後 (編號 200908)新增崩塌面積約 993.41ha為最 (新增崩塌率

2.86%)，於民國99年後新增崩塌地面積逐年減少，除民國103年鳳凰颱

風(編號201416)因無顯著降雨，且無新增崩塌地外，以民國104年0520
豪雨後新增崩塌面積約12.53ha(新增崩塌率0.04%)為最小；而崩塌復育

地部分，以民國101年天秤颱風後(編號201214)復育面積約649.89ha(復
育率1.87%)為最高，以民國99年凡那比颱風後(編號201011)復育面積約

438.31ha(復育率約1.26%)為次之。 

整體而言，區內在「穩定供水計畫」實施後，新增崩塌面積及新增

崩塌率已有顯著下降，而崩塌復育地面積及崩塌復育率於實施初期則有

顯著增加情形，且持續復育中，除因莫拉克颱風後造成計畫區新增大量

崩塌面積外，於嘉義處積極辦理保育治理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

回下，而有加速崩塌地復育情形，另有部分之崩塌地隨時間已能逐漸自

然復育，亦為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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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計畫資料蒐集、分析、繪製 

圖 3-2-1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地變遷分析統計圖 

二、南化水庫集水區 

由表3-2-2及圖3-2-2可知，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於莫拉克颱風

前，以民國97年卡玫基(編號2005807)新增崩塌地面積約235.49ha為較高

(新增崩塌率約2.47%)，於民國98年莫拉克颱風(編號200908)後，新增崩

塌面積達555.33ha為最(新增崩塌率5.82%)，至100年南瑪都颱風(編號

201111)後新增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100ha以下，除103年鳳凰颱風

(201416)因無顯著降雨，且無新增崩塌地外，以104年0520豪雨後新增崩

塌面積約3.87ha(新增崩塌率0.04%)為最小；而崩塌復育地部分，於莫拉

克颱風前，以民國97年卡玫基颱風 (編號200807)後崩塌復育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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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2ha(崩塌復育率1.41%)為較高，於民國98年莫拉克颱風後，以民國

100年南瑪都颱風 (編號201111)後復育面積約501.06ha(復育率5.25%)
為最高，以民國101年天秤颱風(編號201214)後復育面積約216.75ha(復
育率約2.27%)為次之。 

整體而言，區內在「穩定供水計畫」實施後，新增崩塌面積及新增

崩塌率已有顯著下降，而崩塌復育地面積及崩塌復育率於實施初期則有

顯著增加情形，且持續復育中，除因莫拉克颱風後造成計畫區新增大量

崩塌面積外，於嘉義處積極辦理保育治理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

回下，而有加速崩塌地復育情形，另有部分之崩塌地隨時間已能逐漸自

然復育，亦為主要原因之一。 

 

 

 

 

 

 

 

 

 

 

 

 

 

 

 

 

 
 
資料來源：本計畫資料蒐集、分析、繪製 

圖 3-2-2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地變遷分析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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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由表3-2-1及圖3-2-3可知，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於於莫拉克颱

風前，以民國97年卡玫基(編號200807)後新增崩塌地面積約27.43ha為較

高(新增崩塌率約0.71%)，於民國98年莫拉克颱風(編號200908)後，新增

崩塌面積達30.36ha為最(新增崩塌率0.79%)，於103年1月之新增崩塌地

面積已減少至11.47ha(新增崩塌率0.30%)，至104年0520豪雨後新增崩

塌地面積僅1.35ha(新增崩塌率0.04%)；而崩塌復育地部分，於莫拉克颱

風前，以民國 97 年卡玫基颱風 ( 編號 200807) 後崩塌復育面積約

26.56ha(崩塌復育率0.69%)為較高，於98年莫拉克颱風後，以103年1月
復育面積約29.65ha(復育率0.77%)為最高，以民國101年天秤颱風(編號

201214)後復育面積約28.73ha(復育率約0.75%)為次之。 

 

 

 

 

 

 

 

 

 

 

 

 

 

 

 

 
 
資料來源：本計畫資料蒐集、分析、繪製 

圖 3-2-3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崩塌地變遷分析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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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泥岩易風化，易受沖蝕裸露特性及地形坡度陡峭與單場颱風豪雨

日降雨量等因素影響，於單場暴雨逕流沖刷下，坡面所復育之植生即遭

雨水破壞，而使坡面裸露，於颱風豪雨事件後，坡面殘存之土砂，再次

形成強勢適生草種之生育基盤，促使非屬穩定狀態之坡面草本植生覆蓋

快速出現，而形成反覆裸露、植生復育現象，致使裸露坡面植生復育不

易，惟整體而言，區內新增崩塌率及崩塌復育率皆在1%以下，顯示近年

來計畫區之坡地頗為穩定，未有重大土砂災害發生。 

四、崩塌地變遷分析小結 

除烏山頭水庫外，國有林地範圍內新增崩塌面積皆以莫拉克颱風後

(民國98年8月)為最多，於莫拉克颱風後曾文及南化水庫新增崩塌地面積

皆有逐年減少趨勢，除民國103年鳳凰颱風因無顯著降雨，且無新增崩塌

地外，以民國104年0520豪雨後新增崩塌地面積為最少，顯示區內環境已

有逐漸穩定情形；而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範圍，受泥岩易風化易

受沖蝕裸露特性、地形坡度陡峭與單場颱風豪雨日降雨量等因素影響，

而使崩塌坡面呈反覆裸露、植生復育現象，於102年康芮颱風後，新增崩

塌地面積略有增加，至民國103年1月後及民國104年0520豪雨後新增崩

塌地面積已有減少，於蘇迪勒颱風後雖有略微增加情形，惟整體而言其

新增崩塌率仍<1%，顯示其變異性仍不顯著。 

曾文及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崩塌復育率於莫拉克颱風後，

有顯著增加情形，顯見曾文及南化水庫集水區內崩塌地於莫拉克颱風後

復育情形良好，其中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以天秤颱風後崩塌復

育地約649.67ha為最高，而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則以南瑪都颱

風後崩塌復育地約501.06ha為最高，另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範圍

崩塌復育地於卡玫基颱風後多>20ha，而各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保安林

地)之崩塌復育地，於103年鳳凰颱風後至104年蘇迪勒颱風後已有顯著減

緩趨勢，顯示復育情形已趨於和緩。 

就新增崩塌率及崩塌復育率之變遷趨勢而言，計畫3座水庫於莫拉克

颱風後，因莫拉克颱風挾帶之極端超大豪雨，使區內產生大量新增崩塌

地，並使新增崩塌率有顯著提升情形，於近年各颱風豪雨事件無再發生

極端降雨情形，並經由保育治理工作執行及區內崩塌地隨時間復育下，

使新增崩塌地面積及新增崩塌率逐次降低，且崩塌復育地面積及崩塌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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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率於莫拉克後2~3年內之凡那比、南瑪都及天秤等颱風後，皆有顯著增

加情形，顯示區內環境正處於調適及復育之高峰期；而於康芮颱風後，

新增崩塌率及崩塌復育率已逐漸趨緩，可知區內環境隨時間之調適，已

能逐漸產生穩固作用，並可增加環境之穩定性。 

由崩塌復育率而言，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復育率約介於

0.04%～1.87%之間，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復育率約介於0.02%
～5.25%之間，而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復育率約介於0.01%～

0.77%之間，並大致以莫拉克後至天秤後期間為較高，由於計畫水庫之環

境特徵差異性不大，分析其原因，應為計畫水庫集水區於莫拉克颱風後

新增大量崩塌地，經嘉義處於國有林地範圍積極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

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回後，使區內既有之崩塌地已逐漸復育，無

再發生大規模崩塌及既有崩塌顯著擴大情形，而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

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地採自然復育措施，於近年皆未產生強

降雨及造成大規模崩塌災害產生，大部分之崩塌地亦能隨時間而自然復

育，使區內整體環境已能逐漸復育。 

3-3 降雨量與崩塌地變遷趨勢關連性分析 
以本計畫3-1節崩塌地判釋成果彙整及3-2節崩塌地變遷分析成果，配

合蒐集計畫區內及鄰近之雨量站各事件之降雨量，製作之降雨量等值圖，

以進行降雨量與崩塌地變遷趨勢之關連性分析，由分析結果得知，造成曾

文及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產生大規模崩塌之原因，主要為莫拉

克颱風所挾帶之極端超大豪雨所造成，其中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

面積達1,139.45ha(崩塌率3.28%)，並較0609豪雨後之崩塌面積增加約3.8
倍，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面積達771.62ha(崩塌率8.08%)，並較

0609豪雨後之崩塌面積增加約3.5倍，皆已對區內環境造成顯著之破壞與影

響。 

經由嘉義處針對具直接影響保全對象且人力、機具可及之致災區位，

積極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作(至103年底累計辦理128處保育治理、95處造

林植生，合計223處保育治理工作)，及環境之自我調適，加上近年來無顯

著降雨下，曾文及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於凡那比颱風至天秤颱風後，

崩塌地面積 (曾文 411.72ha、南化 227.24ha)及新增崩塌地面積 (曾文

100~260ha、南化<100ha)已大幅減少，崩塌復育地則有顯著增加情形，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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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區內環境已能逐漸穩定，對於降雨所造成之破壞已有較佳之抵抗能力，

可減少新增崩塌地之形成，並達加速崩塌地植生復育之目的，使區內環境

處於調適及復育之高峰期。 

於康芮颱風至鳳凰颱風時，曾文及南化水庫國有林地之崩塌地面積持

續減少，已逐漸接近莫拉克颱風前之0609豪雨事件後之崩塌地面積，新增

崩塌地面積降至<50ha，無再發生大規模崩塌，且崩塌復育地亦逐漸趨於

和緩，顯示區內環境已逐漸穩定。 

於烏山頭水庫保安林地部分，其崩塌地面積主要介於30ha~50ha間(崩
塌率<1.30%)，新增崩塌地及崩塌復育面積多<30ha(新增崩塌率及崩塌復

育率<0.78%)，各事件無顯著差異，僅於康芮颱風後造成培灶崩塌有擴大

跡象，目前已由嘉義處積極治理中，整體而言近年來計畫區之保安林地頗

為穩定。 

由各事件新增崩塌率分析結果，得知易致災區位(治理分區)於曾文水庫

以伊斯基安那、達邦、塔庫布央、茶山、草蘭及樂野等治理分區為高，南

化水庫以竹子山及木瓜坑治理分區為高、烏山頭水庫以馬斗欄及南勢坑治

理分區為高，詳表3-3-1。 

就新增崩塌率及崩塌復育率之變遷趨勢而言，計畫3座水庫於莫拉克颱

風後(編號200908)產生大量新增崩塌地，並使新增崩塌率有顯著提升情

形，於近年各颱風豪雨事件無再發生極端降雨情形，並經由保育治理工作

執行及區內崩塌地隨時間復育下，使新增崩塌地面積及新增崩塌率逐次降

低，且崩塌復育地面積及崩塌復育率於莫拉克後2~3年內之凡那比(編號

201011)、南瑪都(編號201111)及天秤(編號201214)等颱風後，皆有顯著增

加情形，顯示區內環境正處於調適及復育之高峰期，分析其原因應為嘉義

處於99年起積極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促進穩定(至100年底累計投入106
處、至101年底累計投入158處)，並於無重大事件影響及環境之自我調適

下，各水庫於100~101年逐漸達復育高峰期，顯示保育治理工作已逐漸發

揮促進復育、穩固環境之效，使新增崩塌率及崩塌復育率明顯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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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計畫區國有林地範圍各期崩塌地變遷分析成果表 
國有林崩塌地 水庫 

集水區 
國有林地

面積(ha)
事件 

面積(ha) 百分比(%)
崩塌地前後期

面積變化(ha)
新增崩塌地

面積(ha) 
新增崩塌率

(%) 
崩塌復育地

面積(ha) 
崩塌復育率

(%) 
備註 

- - - - - 0609 豪雨後 
(95.06) 298.28 0.86 莫拉克前 

841.17 993.41 2.86 152.24 0.44
200908 莫拉克颱風後

(98.08) 1,139.45 3.28
-180.62 257.69 0.74 438.31 1.26 

201011 凡那比颱風後

(99.09) 958.83 2.76
-547.11 102.78 0.30 649.89 1.87 

201214 天秤颱風後

(101.08) 411.72 1.18
-76.79 50.31 0.14 127.10 0.37

201315 康芮颱風後

(102.09) 334.93 0.96
-15.29 62.14 0.18 77.43 0.22

103 年 1 月 
(103.01) 319.64 0.92

-15.31 0 0 15.31 0.04
201416 鳳凰颱風後

(103.09) 304.33 0.88
-26.77 12.53 0.04 39.30 0.11

0520 豪雨後 
(104.05) 277.56 0.80

-19.18 13.39 0.04 32.57 0.09

曾文 
水庫 34,760.00

201513 蘇迪勒颱風後

(104.08) 
258.38 0.74

- - - - - 

莫拉克後 

註：崩塌率(%)=國有林地崩塌面積(ha)/國有林地面積(ha) 
資料來源：前期相關計畫判釋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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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各期崩塌地變遷分析成果表 
國有林崩塌地 水庫 

集水區 
國有林地

面積(ha)
事件 

面積(ha) 百分比(%)
崩塌地前後期

面積變化(ha)
新增崩塌地

面積(ha) 
新增崩塌率

(%) 
崩塌復育地

面積(ha) 
崩塌復育率

(%) 
備註 

- - - - - 0609 豪雨後 
(95.06) 220.28 2.30

101.17 235.49 2.47 134.32 1.41 
200807 卡玫基颱風後

(97.07) 321.45 3.36
莫拉克前 

450.17 555.33 5.82 105.16 1.10 
200908 莫拉克颱風後

(98.08) 771.62 8.08
-418.24 82.82 0.87 501.06 5.25 

201111 南瑪都颱風後

(100.08) 353.38 3.70
-126.14 90.61 0.95 216.75 2.27 

201214 天秤颱風後 
(101.08) 227.24 2.38

-81.80 29.41 0.31 111.21 1.16 
201315 康芮颱風後 
(102.09) 145.44 1.52

-3.90 30.78 0.32 34.68 0.36
103 年 1 月 
(103.01) 141.54 1.48

-2.34 0 0 2.34 0.02
201416 鳳凰颱風後 
(103.09) 139.20 1.46

-7.57 3.87 0.04 11.44 0.12
0520 豪雨後 
(104.05) 131.63 1.38

-3.69 6.77 0.07 10.46 0.11

南化 
水庫 9,547.74

201513 蘇迪勒颱風後

(104.08) 
127.94 1.34

- - - - - 

莫拉克後 

註：崩塌率(%)=國有林地崩塌面積(ha)/國有林地面積(ha) 
資料來源：前期相關計畫判釋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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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各期崩塌地變遷分析成果表 
國有林崩塌地 水庫 

集水區 
國有林地

面積(ha)
事件 

面積(ha) 百分比(%)
崩塌地前後期

面積變化(ha)
新增崩塌地

面積(ha) 
新增崩塌率

(%) 
崩塌復育地

面積(ha) 
崩塌復育率

(%) 
備註 

- - - - - 0609 豪雨後 
(95.06) 46.89 1.22

0.87 27.43 0.71 26.56 0.69 
200807 卡玫基颱風後

(97.07) 47.76 1.24
莫拉克前 

4.36 30.36 0.79 26.00 0.68 
200908 莫拉克颱風後

(98.08) 52.12 1.36
-9.79 14.32 0.37 24.11 0.63 

201111 南瑪都颱風後

(100.08) 42.33 1.10
-9.75 18.98 0.49 28.73 0.75 

201214 天秤颱風後 
(101.08) 32.58 0.85

16.54 24.36 0.63 7.82 0.20 
201315 康芮颱風後 
(102.09) 49.12 1.28

-18.18 11.47 0.30 29.65 0.77
103 年 1 月 
(103.01) 30.94 0.80

-1.19 0 0 1.19 0.03
201416 鳳凰颱風後 
(103.09) 29.75 0.77

0.97 1.35 0.04 0.38 0.01
0520 豪雨後 
(104.05) 30.72 0.80

0.25 1.05 0.03 0.80 0.02

烏山頭 
水庫 3,844.49

201513 蘇迪勒颱風後

(104.08) 
30.97 0.81

- - - - - 

莫拉克後 

註：崩塌率(%)=國有林地崩塌面積(ha)/國有林地面積(ha) 
資料來源：前期相關計畫判釋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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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計畫水庫降雨量與崩塌地變遷趨勢關連性分析一覽表 
崩塌地 新增崩塌 復育地 

水庫別 事件 累積雨量 
區間(mm) 

降雨中心 
ha % ha % ha % 

變遷趨勢 易致災區域(治理分區) 

0609(95) 400~1600 長谷川 298.28 0.86 -- -- -- -- 基準點 -- 

莫拉克(98) 1200~>3000
長谷川、樂野、達

邦、里佳、新美 1139.45 3.28 993.41 2.86 152.24 0.44 顯著破壞
達邦、茶山、伊斯基安

那、樂野、塔庫布央 

凡那比(99) 100~400 無顯著降雨中心 958.83 2.76 257.69 0.74 438.31 1.26 尚未穩定
伊斯基安那、達邦、新

美、草蘭、茶山 

天秤(101) 200~700 無顯著降雨中心 411.72 1.18 102.78 0.3 649.89 1.87 復育高峰
伊斯基安那、草蘭、茶

山、大埔、塔庫布央 

康芮(102) 400~900 無顯著降雨中心 334.93 0.96 50.31 0.14 127.1 0.37 逐漸穩定
伊斯基安那、達邦、塔

庫布央、樂野、草蘭 

曾文 

鳳凰(103) <100 無顯著降雨 304.33 0.88 0 0 15.31 0.04 逐漸穩定 -- 
0609(95) 500~900 平坑 220.28 2.3 -- -- -- -- 基準點 -- 
卡玫基(97) 600~1100 竹子山、庫區 321.45 3.36 235.49 2.47 134.32 1.41 產生破壞 庫區、竹子山 
莫拉克(98) 1300~2600 竹子山 771.62 8.08 555.33 5.82 105.16 1.1 顯著破壞 竹子山、木瓜坑 
南瑪都(100) 300~400 無顯著降雨中心 353.38 3.7 82.82 0.87 501.06 5.25 復育高峰 平坑、竹子山 
天秤(101) 200~300 無顯著降雨中心 227.24 2.38 90.61 0.95 216.75 2.27 復育高峰 竹子山、庫區 
康芮(102) 700~1000 竹子山 145.44 1.52 29.41 0.31 111.21 1.16 逐漸穩定 木瓜坑、平坑 

南化 

鳳凰(103) <100 無顯著降雨 139.2 1.46 0 0 2.34 0.02 逐漸穩定 -- 
0609(95) 400~500 無顯著降雨中心 46.89 1.22 -- -- -- -- 基準點 -- 
卡玫基(97) 600~900 南勢坑、馬斗欄 47.76 1.24 27.43 0.71 26.56 0.69 馬斗欄、南勢坑 
莫拉克(98) 900~1300 馬斗欄 52.12 1.36 30.36 0.79 26 0.68 馬斗欄、南勢坑 
南瑪都(100) 100~300 王爺宮 42.33 1.1 14.32 0.37 24.11 0.63 王爺宮、馬斗欄 
天秤(101) 100~400 南勢坑、馬斗欄 32.58 0.85 18.98 0.49 28.73 0.75 馬斗欄、南勢坑 
康芮(102) 700~1300 庫區、馬斗欄 49.12 1.28 24.36 0.63 7.82 0.2 馬斗欄、王爺宮 

烏山頭 

鳳凰(103) <100 無顯著降雨 29.75 0.77 0 0 1.19 0.03

無顯著變

化 

-- 
資料來源：本計畫資料蒐集、分析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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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國有林地內現況調查 

由於計畫集水區地質不佳，易受颱風豪雨沖刷，且計畫區之崩塌分佈極

為廣泛，部分崩塌地形陡峭，地質條件惡劣，災害地點偏遠且交通無法通達，

導致施工之困難度增加，使得全面整治崩塌地不易達成，不可能有完全保育

及無土砂流出的治理目標，並由於工程保護有其限度，不可能無限提高保護

標準，因此硬體工程手段仍無法完全避免災害再發生及全面阻擋土砂下移，

仍得配合軟體避災之方式進行災害管理。 

近年為順應自然、尊重自然，於主河道中興建大型構造物，已較少進行

施作，因此目前主要的保育措施已於各集水區中之野溪以保育觀點採小規模

之坡地保育措施、野溪處理措施、植生排水及沉砂設施為主，故針對水庫集

水區問題，依穩定供水特別條例及「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領」與「國土復育

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的精神，以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為出發點，積極推動

水庫集水區保育，維護水庫功能，以管理重於治理之原則，結合水、土、林

各方面功能作整體有效之經營，突破傳統在水庫集水區管理、治理層面的思

維，擬訂相關策略，針對水庫上游集水區部分，主要以災害治理、水土保持

監測與管理、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育為策略，兼顧治理與管

理、加強生態保育與環境景觀維護等理念，達成避(減)災、保土蓄水、土地

合理利用目標。 

據此嘉義處針對計畫水庫集水區內，屬林務局治理權責之崩塌地、野溪

及土石流潛勢溪流，針對規模較大、具有保全對象、災害嚴重且道路可及之

處積極辦理各項保育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回等工作，以加速其植生

復育及擴增植生面積範圍，而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

露之崩塌地，則採自然復育方式處理，經嘉義處及各權責單位積極推動各項

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以及於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下，已使現況環境已與莫

拉克風災後有極大的不同。 

故於後續維護管理之建議上，建議針對計畫執行期間所遭遇之新增災害

如崩塌及土砂災害等，依其災害規模、保全對象、災害位置、交通可及性及

致災原因等，提出災害因應對策，如新增災害無直接保全對象、交通及機具

不可及，且導入治理工程易造成環境二次破壞者，建議以自然植生復育為原

則，配合造林工程進行環境復育，並加強管理；如災害區位直接影響保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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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交通及機具可及，且如無導入保育治理工程，災害規模有擴張之虞而形

成二次災害者，則建議導入保育治理工程，並需落實生態檢核機制，研擬生

態友善措施；如災害區位有影響保全對象之虞，惟對保全對象影響性較小

時，則建議以管理為主，於必要時則採輕軟性工程，以恢復環境安全為目標，

並縮小工程影響範圍。 

4-1 國有林地內現況調查分析 

4-1-1 崩塌地現況調查 
曾文及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於莫拉克颱風後新增大量崩塌

地，並因崩塌土砂下移而產生大量土砂災害，並使水庫淤積嚴重，經嘉義

處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屬林務局治理權責

之崩塌地，針對規模較大、具有保全對象、災害嚴重且道路可及之處積極

辦理各項保育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回等工作，以加速其植生復育

及擴增植生面積範圍。 

本計畫彙整嘉義處所提供之執行資料，民國99~104年嘉義處於計畫3
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合計執行45處崩塌地保育治理工程，土砂防

治量約202.33萬m3，並合計執行114處造林植生工程，面積約532.46ha(含
工區造林88.07ha)及租地造林補償收回405.70ha；而針對無直接保全對

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地，則採自然復育方式處理。 

由本計畫調查成果，於實施保育治理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回

後，區內既有之崩塌地已逐漸復育中，於民國103年麥德姆、鳳凰颱風與

民國104年0520豪雨及蘇迪勒颱風期間，皆未產生強降雨及造成大規模崩

塌災害產生，且無新增大規模崩塌及土砂下移致災情形；另，針對無直接

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地採自然復育措施，大部分之

崩塌地亦能隨時間而自然復育，顯示在自然復育的措施之下，無工程措施

的崩塌地復育也相當良好。 

一、曾文水庫集水區 

由蒐集各單位以往崩塌地判釋成果及本計畫103年度、104年度各2
期衛星影像，合計4期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結果(詳表4-1-1)，可知集水區

內國有林崩塌地於莫拉克颱風後增加至1,139.45ha為最大，由3-2節崩塌

地變遷分析結果得知，其中有993.41ha屬新增崩塌地，另有152.31ha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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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地已復育，而崩塌分布的區域以大埔、樂野、伊斯基安那及草蘭溪治

理分區較多，多位於野溪兩岸或源頭處，且道路無法到達。 

經嘉義處針對災害嚴重、具直接保全對象及具治理需求之崩塌地，

於其下方施設防砂設施攔蓄土砂、調整坡度並利用自然回淤以間接處理

崩塌地，於民國99~104年共計執行24處崩塌地保育治理工程，土砂防治

量約82.97萬m3(詳表4-1-2所示)，並於曾文水庫集水區內合計執行90處造

林植生工程，面積約311.30ha(含工區造林19.65ha)及租地造林補償收回

313.55ha，而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地，

則採自然復育方式處理。 

由民國104年蘇迪勒颱風後SPOT6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結果，區內

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258.38ha，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理保育防治工

程、造林植生及租地造林補償收回下，而有加速崩塌地復育情形。 

由本計畫民國103年麥德姆颱風事件(約5年重現期距)、鳳凰颱風事

件(<2年重現期距)、104年0520豪雨事件(約2年重現期距)、蘇迪勒颱風

事件 (2~5年重現期距 )及杜鵑颱風事件 (2~5年重現期距 )後現地調查結

果，於國有林地屬嘉義處權責範圍內，無再誘發大規模崩塌與致災情形，

而既有之崩塌地亦無大規模擴張，各項保育防治工程亦發揮土砂防治之

功效。 

表 4-1-1 曾文水庫集水區各期崩塌判釋統計表 
國有林地 

時期 年度 
集水區 
崩塌地 
面積(ha) 

崩塌地
面積(ha)

面積變
化(ha)

新增崩塌地
面積(ha)

崩塌復育地 
面積(ha) 

前期未復育
地面積(ha) 備註 

0609 豪雨後 95 347.68 298.28 - - - - 莫拉克前
莫拉克颱風後 98 1,526.93 1,139.45 841.17 993.41 152.31 146.04
凡那比颱風後 99 1,366.15 958.83 -180.62 257.78 438.55 701.14 
天秤颱風後 101 484.85 411.72 -547.11 102.78 649.67 308.94
康芮颱風後 102 387.93 334.93 -76.79 50.31 127.10 282.64
103 年 1 月 103 369.90 319.64 -15.29 62.14 77.43 257.50
鳳凰颱風後 103 352.06 304.33 -15.31 0 15.31 304.33
0520 豪雨後 104 317.31 277.56 -26.77 12.53 39.30 265.03
蘇迪勒颱風後 104 293.41 258.38 -19.18 13.39 32.57 244.99

莫拉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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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地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崩塌面積(ha) 99~104 年工程 

治理分區 
莫拉克後 蘇迪勒後 面積變化 治理工程(處) 土砂防治量(萬 m3) 造林植生(處)

長谷川 94.95 22.45 -72.50 0 0 5
中坑 2.04 1.96 -0.08 1 0.51 1

伊斯基安那 116.78 72.73 -44.05 0 0 3
達邦 93.56 13.54 -80.02 1 8.45 5
樂野 144.03 23.97 -120.06 4 12.14 7
里佳 30.55 8.93 -21.62 1 0.78 0
新美 106.30 24.70 -81.60 5 21.27 7

塔庫布央 61.81 9.54 -52.27 1 0.59 1
茶山 48.39 5.89 -42.50 0 0 5
草蘭 158.36 32.11 -126.25 2 6.89 8
草山 74.49 9.65 -64.84 2 2.79 22
大埔 208.19 32.91 -175.28 7 29.55 26
合計 1,139.45 258.38 -881.07 24 82.97 90

資料來源：嘉義處、中央地調所莫拉克颱風後崩塌地判釋及本計畫崩塌地判釋、資料整理與分析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資料來源：前期相關計畫判釋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圖 4-1-1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各期崩塌變化組成圖 

二、南化水庫集水區 

由蒐集各單位以往崩塌地判釋成果及本計畫103年度、104年度各2
期衛星影像，合計4期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結果(詳表4-1-3)，區內以莫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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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颱風後國有林崩塌地面積大幅增加至771.62ha為最，由崩塌地變遷分

析結果得知，其中有555.33ha屬新增崩塌地，復育崩塌地約105.16ha，
而崩塌分佈的區域以平坑仔治理分區內之亞美坑子集水區與木瓜坑治理

分區內之老藤湖坑、龜頭坑及苧仔寮坑子集水區最多，多為源頭崩塌且

道路無法到達。 

經嘉義處針對災害嚴重、具直接保全對象及具治理需求之崩塌地，

於其下方施設防砂設施攔蓄土砂、調整坡度並利用自然回淤以間接處理

崩塌地，於民國99~104年共計執行12處崩塌地保育治理工程，土砂防治

量約100.21萬m3(詳表4-1-4所示)，並於南化水庫集水區內合計執行24處
造林植生工程，面積約216.13ha(含工區造林63.39ha)及租地造林補償收

回92.15ha，而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

地，則採自然復育方式處理。 

由民國104年蘇迪勒颱風事件後SPOT6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結果，

區內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127.94ha，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理保育防

治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造林補償收回下，而有加速崩塌地復育情形。 

由本計畫於民國103年麥德姆颱風事件(<2年重現期距)、鳳凰颱風事

件(<2年重現期距)、104年0520豪雨事件(<2年重現期距)、蘇迪勒颱風事

件(2~5年重現期距)及杜鵑颱風事件(<2年重現期距)後現地調查結果，於

國有林地屬嘉義處權責範圍內，無再誘發大規模崩塌與致災情形，而既

有之崩塌地亦無大規模擴張，各項保育防治工程亦發揮土砂防治之功效。 

表 4-1-3 南化水庫集水區各期崩塌判釋統計表 
國有林地 

時期 年份 
集水區 
崩塌地 
面積(ha) 

崩塌地
面積(ha)

面積變
化(ha)

新增崩塌
地面積(ha)

崩塌復育地 
面積(ha) 

前期未復育
地面積(ha) 備註 

海棠颱風後 94 226.82 216.85 - - - - 
0609 豪雨後 95 230.13 220.28 3.43 107.72 104.29 112.56
卡玫基颱風後 97 337.16 321.45 101.17 235.49 134.32 85.96

莫拉克
前 

莫拉克颱風後 98 809.64 771.62 450.17 555.33 105.16 216.29
南瑪都颱風後 100 366.09 353.38 -418.24 82.82 501.06 270.56
天秤颱風後 101 232.92 227.24 -126.14 90.61 216.75 136.63
康芮颱風後 102 148.53 145.44 -81.80 29.41 111.21 116.63
103 年 1 月 103 145.75 141.54 -3.90 30.78 34.68 110.76
鳳凰颱風後 103 143.41 139.20 -2.34 0 2.34 139.20

莫拉克
後 

資料來源：前期相關報告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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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崩塌地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崩塌面積(ha) 99~104 年工程 

治理分區 
莫拉克後 蘇迪勒後 面積變化 治理工程(處) 土砂防治量(萬 m3) 造林植生(處)

木瓜坑 273.74 43.44 -230.30 1 17.71 7
平坑仔 83.44 18.74 -65.51 5 39.36 6
竹子山 115.68 23.43 -92.64 4 37.80 6
庫區 298.76 46.63 -255.23 2 5.34 5
合計 771.62 131.63 -643.68 12 100.21 24

資料來源：嘉義處、水保局、中央地調所莫拉克颱風後崩塌地判釋及本計畫崩塌地判釋、資料整理與分析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資料來源：前期相關計畫判釋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圖 4-1-2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各期崩塌變化組成圖 

三、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由蒐集各單位以往崩塌地判釋成果及本計畫103年度、104年度各2
期衛星影像，合計4期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結果(詳表4-1-5)，莫拉克颱風

後計畫區保安林崩塌地面積約52.12ha，由崩塌地變遷分析結果得知，其

中有30.36ha屬新增崩塌地，復育崩塌地約26.00ha，而崩塌分布的區域

以馬斗欄治理分區及南勢坑治理分區最多，崩塌區位主要集中於道路上

下邊坡兩側、坡腳凹岸沖刷、水庫水位漲落岸邊及泥岩風化表層滑動為

主。 

經嘉義處針對災害嚴重、具直接保全對象及具治理需求之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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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下方施設防砂設施攔蓄土砂、調整坡度並利用自然回淤以間接處理

崩塌地，於民國99~104年間共計執行9處崩塌地保育治理工程，1處仍施

工中，完工後總土砂防治量約19.15萬m3(詳表4-1-6所示)，並於保育治理

工程工區內執行工區造林5.04ha，另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

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地，則採自然復育方式處理，於嘉義處積極治理及

相關維護管理作為下，已達到有效控制土砂下移及保護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之目的。 

由本計畫民國103年麥德姆颱風(<2年重現期距)、鳳凰颱風(<2年重

現期距)、104年0520豪雨事件(約2年重現期距)、蘇迪勒颱風事件(約2年
重現期距)及杜鵑颱風事件(<2年重現期距)後現地調查結果，於保安林地

屬嘉義處權責範圍內，無再誘發大規模崩塌與致災情形，而既有之崩塌

地亦無大規模擴張，各項保育防治工程亦發揮土砂防治之功效。 

表 4-1-5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各期崩塌判釋統計表 
保安林地 

時期 年度 
集水區 
崩塌地 
面積(ha) 

崩塌地

面積(ha)
面積變

化(ha)
新增崩塌

地面積(ha)
崩塌復育地 
面積(ha) 

前期未復育

地面積(ha) 備註

0609 豪雨後 95 51.36 46.89 - - - - 
卡玫基颱風後 97 52.00 47.76 0.87 27.43 26.56 20.33

莫拉克

前 
莫拉克颱風後 98 56.35 52.12 4.36 30.36 26.00 21.76
南瑪都颱風後 100 47.58 42.33 -9.79 14.32 24.11 28.01
天秤颱風後 101 35.56 32.58 -9.75 18.98 28.73 13.60
康芮颱風後 102 54.00 49.12 16.54 24.36 7.82 24.76
0127 103 32.60 30.94 -18.18 11.47 29.65 19.47
鳳凰颱風後 103 31.42 29.75 -1.19 0 1.19 29.75
0520 豪雨後 104 32.44 30.72 0.97 1.35 0.38 29.37
蘇迪勒颱風後 104 33.03 30.97 0.25 1.05 0.80 29.92

莫拉克

後 

資料來源：前期相關報告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表 4-1-6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崩塌地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崩塌面積(ha) 99~104 年工程 

治理分區 
莫拉克後 鳳凰後 面積變化 治理工程(處) 土砂防治量(萬 m3) 造林植生(處)

南勢坑 11.76 7.05 -4.71 6 17.63 0
馬斗欄 34.89 21.47 -13.42 0 0 0
王爺宮 5.32 2.40 -2.92 2 1.28 0
庫區 0.15 0.05 -0.10 1 0.24 0
合計 52.12 30.97 -21.15 9 19.15 0

資料來源：嘉義處、水保局、中央地調所莫拉克颱風後崩塌地判釋及本計畫崩塌地判釋、資料整理與分析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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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前期相關報告及本計畫判釋、分析、整理 

圖 4-1-3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各期崩塌變化組成圖 

四、崩塌地調查綜合小結 

本計畫以民國104年0520豪雨事件後福衛二號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

結果得知，於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崩塌面積約258.38ha(崩塌率

約0.74%)、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崩塌地面積約127.94ha(崩塌

率約1.34%)、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範圍內崩塌面積約30.97ha(崩
塌率約0.81%)，較莫拉克後均已大幅降低，並逐漸恢復至莫拉克前之民

國95年0609豪雨後之水準。 

經由嘉義處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屬

林務局治理權責之崩塌地，針對規模較大、具有保全對象、災害嚴重且

道路可及之處積極辦理各項保育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回等工

作，以加速其植生復育及擴增植生面積範圍，於民國99~104年間於計畫

3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合計執行45處崩塌地保育治理工程，土砂

防治量約 202.33萬 m3 ，並合計執行 114處造林植生工程，面積約

532.46ha(含工區造林88.07a)及租地造林補償收回405.70ha；而針對無

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地，則採自然復育方式

處理。 

於99~104年間，除烏山頭水庫培灶地區於天秤颱風後新增一處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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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並有持續擴張及土砂下移縣174線道路影響交通外，無再發生大規模

崩塌及既有崩塌顯著擴大情形，各項保育防治工程亦發揮土砂防治之功

效，而未有明顯土砂災害產生。 

由本計畫調查成果，於實施保育治理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

回後，區內既有之崩塌地已逐漸復育中，於民國103年麥德姆、鳳凰颱風

與民國104年0520豪雨及蘇迪勒、杜鵑颱風期間，皆未產生強降雨及造成

大規模崩塌災害產生，且無新增大規模崩塌及土砂下移致災情形；另，

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露之崩塌地採自然復育措

施，大部分之崩塌地亦能隨時間而自然復育，顯示在自然復育的措施之

下，無工程措施的崩塌地復育也相當良好。 

4-1-2 林道調查 
由本計畫資料蒐集及現地調查結果，區內之3條林道嘉義處進行例行

性維護工作下，皆能維持通行，林道狀況大致良好。 

一、祝山林道 

屬乙種林道，起點位於阿里山公路約88.5K處，終點位於祝山停機

坪，總長度約4.40km，為AC路面，路寬約5~7m，其功能用途為森林火

災防救、盜伐、濫墾及盜獵之取締等森林經營管理，其中3K+500(約與阿

里山森林火車祝山支線交會處)至終點祝山停機坪路段屬計畫區範圍。 

於莫拉克風災期間，祝山林道部份路段道路下邊坡發生路基流失，

導致道路損毀，已由嘉義處進行道路修復工程，由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

道路沿線邊坡已恢復植生覆蓋，無再誘發崩塌裸露情形，而屬計畫範圍

內之路段(3K+500後)，需經由2處管制哨換臨時通行證進入，路面狀況尚

屬良好，並多設有側溝及橫向排水，沿線邊坡陡峭處已設置檔土設施保

護，其餘多為由植生所覆蓋之土坡，無再誘發崩塌裸露情形，終點處之

觀日平台及祝山停機坪不對外開放及限制遊客進入。 

二、焙仔桶林道 

屬丙種林道，起點位於縣169線20K附近山羊仔路口，終點位於頂

湖，總長度約4.7km，約於1K+200後進入計畫區內，其功能用途為森林

火災防救、盜伐、濫墾及盜獵之取締等森林經營管理，沿路設有里程牌，

並由嘉義處進行常態性維護作業，以維護林道之通行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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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焙仔桶林道路面以 AC 路面為主，

0K~1K+700處路段屬石桌民宿區範圍，路寬約5~8m，於道路上邊坡處設

有RC擋牆及砌石護坡進行保護，於護坡坡趾並設有側溝及橫向排水進行

安全排水，現況良好；1K+700後路段路寬約3m，周圍植生以竹林為主，

上邊坡處多為土坡或岩盤出露，僅局部路段設有上邊坡擋牆及L型側溝，

局部路段上邊坡之土坡，因坡度較陡，易受沖蝕而使土砂下移至路面，

此路段之逕流多沿路面及上邊坡坡趾漫流後，於設置橫向排水處截流後

往下邊坡處排出，惟受周圍植生落葉影響，兩側多為落葉所堆積，易影

響排水能力，建議於常態性整理與維護時予以清除，而焙仔桶林道終點

路段(約4K+700)，路寬約8m，為AC路面，設有上邊坡擋牆及L型側溝，

現況良好。 

三、瀨頭林道 

屬丙種林道，起點位於阿里山公路49.5K轉嘉129(山美產業道路)，
後約1.1K處，終點位於大埔事業區第104林班，公告總長度約10km，行

至104林班終點實際長度約6.5km，以PC路面為主，沿路設有里程牌，並

由嘉義處進行常態性維護作業，以維護林道之通行及安全，於莫拉克後

產生零星災害，故嘉義處於民國99年施作「大埔區101~106林班林道改

善工程」及「瀨頭林道災後復健工程」，設置擋牆、道路側溝及道路維

護等工程，並在部分路段增設塊狀護欄，以增加用路人安全，於102、103
年持續針對坡面裸露而有土砂下移及路面毀損之路段，設置擋牆及進行

路面修復。 

由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瀨頭林道約於0K+000里程牌後進入計畫區

範圍，路寬約5m，為PC路面，已設置擋牆、側溝及護欄進行保護，狀況

大致良好，於0K+500~2K+000路段，路寬約3~4m，PC路面無毀損情形，

上下邊坡以土坡及岩盤坡面為主，局部路段設有側溝進行排水，現況大

致良好；瀨頭林道於2K+000~3K+000路段，路寬約3~5m，PC路面無毀

損情形，局部路段設有側溝進行排水，上下邊坡以植生覆蓋之土坡及岩

盤坡面為主，局部路段上邊坡因坡度過陡，而有受逕流沖蝕裸露及土石

崩落路面情形。 

於3K+000~5K+000路段，路寬約3~5m，經嘉義處103年辦理維護工

程進行改善後，現況良好；於5K+000~6K+500(大埔事業區第104林班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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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路段，路寬約3~5m，已由嘉義處針對邊坡穩定性不足而產生零星災害

處，設置擋牆及道路維護工程，現況大致良好，無再發生損壞致災情形。 

4-1-3 野溪調查 
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受莫拉克颱風影響，於國有林地範圍內新增大

量崩塌，且多位於野溪兩岸或源頭處，造成大量土砂下移野溪河道中，形

成土砂災害，而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內雖無產生大量崩塌，惟仍有河岸沖蝕

崩塌及土砂下移淤積等情況。 

經由嘉義處於計畫3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與保安林地範圍內，土砂災

害嚴重之河段持續辦理保育治理工程，設置防砂設施、固床工及護岸工

程，攔蓄土砂、調整溪床坡度、穩固河床、保護兩岸邊坡及避免縱橫向沖

蝕，並經河道整理以恢復通洪斷面，本計畫經彙整嘉義處所提供之執行資

料得知，民國99~104年嘉義處於計畫3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合計

執行73處野溪保育治理工程，土砂防治量約367.61萬m3，於嘉義處積極

作為下，區內野溪無再發生大規模土砂下移致災情形。 

一、曾文水庫集水區 

以曾文溪為主流，除主流外，支流與坑溝眾多，依據本計畫野溪現

地調查結果，區內野溪多屬無車行道路可及，人員及機具難以到達之處；

以往受莫拉克颱風影響，於國有林地範圍內新增大量崩塌，且多位於野

溪兩岸或源頭處，造成大量土砂下移野溪河道中，形成土砂災害，並以

伊斯基安那溪(伊斯基安那)、烏奇那溪(里佳)、陀亞奇伊溪(茶山)、草蘭

溪(草蘭)、沙力基溪(草山)、雷公溪(大埔)、長枝坑溪(大埔)及火燒寮溪(大
埔)災情較為嚴重，經嘉義處針對災害嚴重、具直接保全對象及具治理需

求之野溪，於民國99~104年共計執行47處野溪保育治理工程，土砂防治

量約163.08萬m3(詳表4-1-7)，並經河道整理，已恢復河道通洪斷面。 

經實施保育治理工程後，區內各野溪河道無再發生大規模土砂下移

及致災情形，僅於伊斯基安那溪、烏奇那溪、草蘭溪等河道內，仍有較

明顯土砂堆積及河岸沖蝕問題，建議持續觀察，如有新增災害影響保全

對象時，則依滾動檢討原則，編列相關保育治理工程進行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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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野溪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99~104 年工程 

治理分區 主要野溪 
治理工程(處) 土砂防治量(萬m3) 

備註 

長谷川 長谷川溪 0 0 
中坑 中坑溪 1 1.87 

伊斯基安那 伊斯基安那溪 2 18.32 
達邦 其他野溪 3 7.71 
樂野 其他野溪 1 0.68 
里佳 烏奇那溪 4 20.24 
新美 塔乃庫溪 0 0 

塔庫布央 塔庫布央溪 4 21.63 
茶山 陀亞奇伊、黃狗坑溪及其他野溪 4 20.27 
草蘭 草蘭溪及角坑溪 5 19.60 
草山 沙力基溪 9 27.05 
大埔 雷公溪、長枝坑溪及火燒寮 14 25.71 

合計 41 163.08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調查整理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二、南化水庫集水區 

以後堀溪為主流，往上游至合水仔處分左右兩大支流，其中右支流

為木瓜坑溪，左支流為平坑溪，由庫區、後堀溪至上游之木瓜坑溪左右

兩岸匯入之野溪甚多，右岸野溪由南往北計有大竹坑、狗寮坑 (南市

DF042)、高水坑、龜頭坑 (南市DF039)、老藤湖坑、苧仔寮坑 (南市

DF038)、鳳梨坑及乾水坑(嘉縣DF053)等8條較大野溪，左岸則有草人

坑、亞美坑、大牛林坑及柚子腳坑等較大野溪；於莫拉克颱風後，因上

游野溪源頭及溪流兩岸新增大量崩塌地，崩塌土砂大量下移，造成嚴重

土砂災害，並以後層坑、滴水坑、亞美坑、高水坑、老藤湖坑、鳳梨坑、

柚子腳坑及大牛林坑災情較為嚴重，經嘉義處針對災害嚴重、具直接保

全對象及具治理需求之野溪，於民國99~104年共計執行21處野溪保育治

理工程，土砂防治量約200.04萬m3(詳表4-1-8)，已逐漸發揮控制野溪河

道土砂之成效，並經河道整理，已恢復河道通洪斷面。 

經實施保育治理工程後，區內各野溪河道無再發生大規模土砂下移

及致災情形，各野溪河道無大規模土砂下移而致災情形發生，除於柚子

腳坑及亞美坑上游河道仍堆積大量土砂，已由嘉義處持續治理完成，其

餘野溪河道多呈輕微土砂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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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野溪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99~104 年工程 

治理分區 主要野溪 
治理工程(處) 土砂防治量(萬 m3) 

備註 

木瓜坑溪 6 35.54  
鳳梨坑 2 21.18  木瓜坑 
老藤湖坑 1 19.52  
平坑溪 5 46.76  
柚子腳坑 1 16.58  平坑仔 
大牛林坑 1 13.13  
高水坑 1 7.58  

竹子山 
亞美坑 1 24.17  
後層坑 2 11.98  

庫區 
滴水坑 1 3.60  
合計 21 200.04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調查整理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三、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除主流外，主要野溪包含南勢坑溪、北勢坑溪、

土埋坑野溪、番仔厝坑(番欄坑)及馬斗欄坑等，其中烏山頭水庫主流、南

勢坑主流、土埋坑主流及馬斗欄坑主流等水系多屬水庫蓄水範圍(嘉南農

田水利會權責)及山坡地保育地範圍(水保局權責)，僅北勢坑及番仔厝坑

(番欄坑)水系多屬保安林地範圍，其中北勢坑於莫拉克後土砂淤積嚴重，

而番仔厝坑(番欄坑)亦有多處河岸沖蝕崩塌情形，目前已由嘉義處針對災

害嚴重、具直接保全對象及具治理需求之河段，於民國99~104年執行5
處野溪保育治理工程，土砂防治量約4.49萬m3(詳表4-1-9)。 

表 4-1-9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野溪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99~104 年工程 

治理分區 主要野溪 
治理工程(處) 土砂防治量(萬 m3) 

備註

南勢坑 南勢坑 1 0.79 
馬斗欄 土埋坑、番仔厝、馬斗欄 2 1.64 
王爺宮 北勢坑、竹湖坑 2 2.06 
庫區 蓄水範圍 0 0 

合計 5 4.49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調查整理 
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四、野溪調查綜合小結 

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受莫拉克颱風影響，於國有林地範圍內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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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崩塌，且多位於野溪兩岸或源頭處，造成大量土砂下移野溪河道中，

形成土砂災害，而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內雖無產生大量崩塌，惟仍有河岸

沖蝕崩塌及土砂下移淤積等情況。 

經由嘉義處於計畫3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土砂災害嚴重之河

段持續辦理保育治理工程，設置防砂設施、固床工及護岸工程，攔蓄土

砂、調整溪床坡度、穩固河床、保護兩岸邊坡及避免縱橫向沖蝕，並經

河道整理以恢復通洪斷面，於民國99~104年間，共計執行73處野溪保育

治理工程，合計土砂防治量約367.61萬m3。 

由本計畫調查結果，於實施保育治理工程後，計畫3水庫集水區國有

林地範圍內，各野溪河道並無大規模土砂下移而致災情形，於曾文水庫

集水區國有林地內，僅於伊斯基安那溪、烏奇那溪、塔庫布央溪、草蘭

溪等溪流河道內，有較明顯土砂堆積及河岸沖蝕問題；於南化水庫集水

區國有林地範圍內，除於柚子腳坑及亞美坑上游河道仍堆積大量土砂

外，其餘野溪河道多呈輕微土砂淤積；而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範

圍內之野溪經治理後，已恢復通洪，無明顯土砂下移情形。 

建議於颱風豪雨事件後進行現地巡視，如發現河道有土砂堆積造成

通洪斷面不足時，則進行河道土砂清疏等工作，以確保工程效果，如仍

有土砂大量下移或因新增災害而使防治成效不足時，則依滾動檢討機

制，評估其治理需求性。 

4-1-4 土石流潛勢溪流調查 
依據水保局民國104年2月更新公告所列出之1,673條土石流潛勢溪

流，經套疊計畫區範圍，計有22條土石流潛勢溪流位於計畫區內，其中南

化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南市DF040土石流潛勢溪流(中潛勢)，其公告之主

流河道及兩岸範圍屬山坡地保育區，僅上游之集水區(非河道)範圍屬國有

林地範圍，基本資料如表4-1-10所示。 

經由嘉義處針對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以往土砂災

害情形嚴重土石流潛勢溪流，持續辦理保育治理工程，設置防砂設施、固

床工、護岸工程及相關保育工程，以攔蓄土砂、調整溪床坡度、穩固河床、

保護兩岸邊坡，並經河道整理以恢復通洪斷面，避免河道土砂再度大量下

移而產生二次災害，本計畫經彙整嘉義處所提供之執行資料得知，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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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4年間共計執行23處土石流潛勢溪流保育治理工程，合計土砂防治

量約138.95萬m3。 

經嘉義處積極執行保育治理工作，於民國99~104年間，僅南化水庫

集水區內之南市DF038(苧仔寮坑)於康芮颱風後，因上游源頭堆積之土砂

下移，經保育治理工程有效防治，土砂多蓄積於梳子壩及潛壩上游，無大

規模下移造成災情。 

表 4-1-10 計畫區國有林地範圍土石流潛勢溪流資料表 
水庫 編號 舊編號 集水面

積(ha) 溪流名稱
長度
(m)

國有 
林地別 道路 保全 

人口數 
潛勢
等級

公告劃
定時期

嘉縣 DF038 嘉縣 A016 1,464 匏仔寮溪 7,166 大埔事業區 
第 40~45 林班 嘉 143鄉道 1~4 戶 中 91 年 

嘉縣 DF046 嘉義 A006 140 里佳野溪 2,099 大埔事業區 
第 123 林班 

里佳產業道
路 1~4 戶 中 91 年 

嘉縣 DF054 嘉縣 Q98-13 337 龍蛟溪 3,892 大埔事業區 
第 81 林班 台 3 線 5戶以上 高 99 年 

嘉縣 DF058 嘉縣 Q98-10 400 達德安溪 3,252 大埔事業區 
第 167~168 林班

169 縣道 1~4 戶 高 99 年 

嘉縣 DF074 嘉縣 Q100-32 10 曾文溪中游 786 大埔事業區 
第 232 林班 台 18 線 1~4 戶 中 101 年

嘉縣 DF075 嘉縣 Q100-33 364 行原橋野溪 3,644 大埔事業區 
第 164 林班 縣 169 1~4 戶 中 101 年

嘉縣 DF077 嘉縣 Q100-38 26 曾文溪支流 745 大埔事業區 
第 134 林班 嘉 129鄉道 1~4 戶 中 101 年

曾文 
水庫 

嘉縣 DF080 嘉縣 Q100-26 278 曾文溪支流 3,170 大埔事業區 
第 223~224 林班

台 18 線 5戶以上 中 101 年

南市 DF038 台南 R97-90 327 苧仔寮坑 3,546 玉井事業區 
第 49 及 51 林班

南 179鄉道 1~4 戶 高 98 年 

南市 DF039 台南 R97-89 427 龜頭坑 3,439 玉井事業區 
第 47~48 林班 南 179鄉道 1~4 戶 高 98 年 

南市 DF040 台南 A034 28 青山坑 755 玉井事業區 
第 44 林班 南 179鄉道 1-4 戶 中 91 年 

南市 DF041 台南 A035 69 酒槽坑 1,932 玉井事業區 
第 44 林班 南 179鄉道 1~4 戶 中 91 年 

南市 DF042 台南 R97-87 201 狗寮坑 3,063 玉井事業區 
第 44 林班 南 179鄉道 無 高 98 年 

南市 DF043 台南 R97-91 181 平四坑 2,025 玉井事業區 
第 64~65 林班 

南 179-1 鄉
道 無 高 98 年 

南市 DF046 台南 002 12 六份坑 763 玉井事業區 
第 79 林班 台 20 線 無 持續

觀察
91 年 

南市 DF047 台南 A036 9 芒果坑 285 玉井事業區 
第 79 林班 台 20 線 1~4 戶 中 91 年 

南市 DF048 台南 R98-13 63.09 羌黃坑 1,068 玉井事業區 
第 79 林班 台 20 線 5戶以上 高 99 年 

南化 
水庫 

嘉縣 DF053 嘉縣 Q98-14 223.32 乾水溪 2,633 玉井事業區 
第 52~53 林班 嘉 149鄉道 5戶以上 高 99 年 

南市 DF020 台南 A022 13 - 644 區外保安林 縣 174 無 中 91 年 
南市 DF021 台南 A023 18 - 542 區外保安林 縣 174 1~4 戶 中 91 年 
南市 DF022 台南 A024 14 - 491 區外保安林 縣 174 1~4 戶 高 91 年 

烏山
頭水
庫 

南市 DF028 台南 A027 29 - 674 區外保安林 縣 174 1~4 戶 低 91 年 
資料來源：水土保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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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文水庫集水區 

國有林地範圍內計有8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其中2條屬高潛勢、6條屬

中潛勢，水保局已分別於民國101、102及104年更新疏散避難圖，警戒

基準值250~450mm。 

經嘉義處針對以往土砂災害情形嚴重之嘉縣DF038(匏仔寮溪)、嘉縣

DF046(里佳野溪)、嘉縣DF054(龍蛟溪)、嘉縣DF058(達德安溪)及嘉縣

DF080等5條土石流潛勢溪流進行防治工程，並進行河道整理維持河道通

洪能力，於民國99~104年共計執行8處治理工程，土砂防治量約24.61萬
m3(詳表4-1-11)。 

表 4-1-11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土石流潛勢溪流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99-104 工程 集水區崩塌面積(ha) 

潛勢溪 
流編號 處 防治量 

(萬 m3) 莫拉克後 蘇迪勒後 

莫拉克崩
塌土方量
(萬 m3) 

警戒值 

嘉縣
DF038 3 11.31 40.29 8.99 80.58

水保局 104 年 4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450mm 

嘉縣
DF046 1 1.77 0 0 0

水保局 104 年 4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250mm 

嘉縣
DF054 2 7.20 16.85 0.88 33.70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450mm 

嘉縣
DF058 1 1.94 6.00 0.13 9.00

水保局 104 年 4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250mm 

嘉縣
DF074 0 0 0 0 0

水保局 102 年 3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250mm 

嘉縣
DF075 0 0 6.04 0 9.06

水保局 102 年 3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250mm 

嘉縣
DF077 0 0 0 0 0

水保局 102 年 3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250mm 

嘉縣
DF080 1 2.39 1.38 0.16 1.38

水保局 102 年 3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250mm 

合計 8 24.61 70.56 10.16 133.72
資料來源：1.水土保持局、2.嘉義處保育治理工程資料及 3.本計畫調查整理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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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嘉義處針對以往土石災害嚴重之土石流潛勢溪流實施保育治理

後，已恢復其河道通洪斷面，使河道中無明顯土砂堆積，並能逐漸控制

上游土砂大規模下移，於颱風豪雨期間，雖有部分土砂受逕流挾帶下移，

惟其屬正常之土砂運移及往下游補充現象，整體而言大致維持相對平衡

中，故民國102~104年採持續觀察方式，無新增辦理土石流潛勢溪流保

育治理工程，而嘉縣DF074、嘉縣DF075及嘉縣DF077等3條土石流潛勢

溪流，河道中無明顯土砂堆積及土砂大規模下移情形，現況大致穩定，

故民國99~104年皆採持續觀察方式，無辦理相關保育治理工程。 

二、南化水庫集水區 

國有林地範圍內計有10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其中6條屬高潛勢、3條
屬中潛勢、1條屬持續觀察，其中南市DF040其公告之主流河道及兩岸範

圍屬山坡地保育區，僅上游之集水區(非河道)範圍屬國有林地範圍，水保

局已分別於101及102年更新疏散避難圖，警戒基準值350~400mm。 

經嘉義處針對土砂災害嚴重之嘉縣DF053(挑水溪)、南市DF038(苧
仔寮坑)、南市DF039(龜頭坑)、南市DF042(狗寮坑)、南市DF043(平四

坑)、南市DF046(六份坑)及南市DF048(羌黃坑)等7條土石流潛勢溪流進

行防治工程，並進行河道整理維持河道通洪能力，共計執行15處治理工

程，土砂防治量約114.34萬m3(詳表4-1-12)。 

於嘉義處積極作為下，保育治理工程已逐漸控制上游土砂大規模下

移情形，並使河道土砂大致維持相對平衡，於民國99~104年間，僅南化

水庫集水區內之南市DF038(苧仔寮坑)於康芮颱風後，因上游源頭堆積之

土砂下移，經保育治理工程有效防治，土砂多控制於梳子壩及潛壩上游，

無大規模下移造成災情，惟由於上游源頭堆積土砂仍有較大規模下移情

形，並造成梳子壩上游河道通洪斷面不足，故嘉義處103年持續辦理「玉

井區第51林班苧仔寮坑野溪整治第三期工程」，另南市DF040、南市

DF041及南市DF047等3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已無大規模土砂下移情形。 

三、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保安林地範圍內計有4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包含高潛勢1條及中潛勢3
條)，分別為南市DF020、南市DF021、南市DF022及南市DF028，皆位

於縣174沿線，水保局已於101年1月更新疏散避難圖，警戒基準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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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50mm，目前各條土石流潛勢溪流上游多呈天然河道，無明顯土砂

堆積，以往除南市DF022及南市DF028於莫拉克颱風時，零星土石下移

縣174道路影響交通外，無重大災情產生，目前各條土石流潛勢溪流上游

多呈天然河道，無明顯土砂堆積，現況大致穩定。 

表 4-1-12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土石流潛勢溪流整治工程防治成效一覽表 
99-104 工程 集水區崩塌面積(ha) 

潛勢溪
流編號 處 防治量 

(萬 m3) 莫拉克後 103年10月

莫拉克崩
塌土方量
(萬 m3) 

備註 

嘉縣
DF053 1 12.19 20.68 3.01 20.68

水保局 102 年 8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400mm 

南市
DF038 4 42.36 47.28 13.34 47.28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39 2 19.78 48.92 8.19 73.38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40 0 0 0 0 0

水保局 102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41 0 0 6.90 0.47 6.90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42 1 9.47 17.16 2.38 34.32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43 5 15.08 5.90 2.09 11.80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46 1 11.24 9.31 2.67 9.31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47 0 0 0.97 0 0.97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48 1 4.22 2.65 0.06 3.98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合計 14 114.34 159.77 32.21 208.62
資料來源：1.水土保持局、2.嘉義處保育治理工程資料及 3.本計畫調查整理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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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土石流潛勢溪流整治工程一覽表 
99-104 工程 集水區崩塌面積(ha) 

潛勢溪 
流編號 處 防治量 

(萬 m3) 莫拉克後 蘇迪勒後

莫拉克崩
塌土方量
(萬 m3)

警戒值 

南市
DF020 0 0 0 0 0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21 0 0 0 0 0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22 0 0 0.14 0 0.07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350mm 

南市
DF028 0 0 0 0.60 0

水保局 101 年 1 月
更新疏散避難圖，警
戒值 550mm 

合計 0 0 0.14 0.60 0.07
資料來源：1.水土保持局、2.嘉義處保育治理工程資料及 3.本計畫調查整理 
治理工程統計時間：民國 99~104 年 

四、土石流調查綜合小結 

依據水保局民國104年2月更新公告所列出之1,673條土石流潛勢溪

流，計有22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國有林地範圍內，包含高潛勢9條、中潛勢

11條、低潛勢1條及持續觀察1條，其中南化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南市

DF040土石流潛勢溪流(中潛勢)，其公告之主流河道及兩岸範圍屬山坡地

保育區，僅上游之集水區(非河道)範圍屬國有林地範圍。 

受莫拉克颱風影響，於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內之嘉縣DF038(匏
仔寮溪)、嘉縣DF046(里佳野溪)、嘉縣DF054(龍蛟溪)、嘉縣DF058(達
德安溪)等4條，及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內之嘉縣DF053(挑水溪)、南

市DF038(苧仔寮坑)、南市DF039(龜頭坑)、南市DF042(狗寮坑)、南市

DF043(平四坑)及南市DF048(羌黃坑)等6條土石流潛勢溪流，因源頭及兩

岸產生大量崩塌，並因崩塌土方下移而產生土砂災害，而烏山頭水庫集

水區保安林地內之僅南市DF022及南市DF028，於莫拉克颱風後，有部

分土砂下移至縣174道路上，影響交通，未有嚴重土砂災害產生。 

經由嘉義處針對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內，以往土砂

災害情形嚴重土石流潛勢溪流，持續辦理保育治理工程，設置防砂設施、

固床工、護岸工程及相關保育工程，以攔蓄土砂、調整溪床坡度、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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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保護兩岸邊坡，並經河道整理以恢復通洪斷面，避免河道土砂再

度大量下移而產生二次災害，民國99~104年間共計執行23處土石流潛勢

溪流保育治理工程，合計土砂防治量約138.95萬m3。 

由本計畫計畫執行期間颱風豪雨事件後調查結果，以往土砂災害嚴

重之河段，於實施保育治理工程後，已恢復通洪，河道土砂逐漸獲得控

制，無大規模土砂下移情形，逐漸穩定中。 

4-1-5 既有構造物現況調查 
為減緩水庫淤積及延長水庫壽命，林務局依「穩定供水計畫」、「穩

定供水實施計畫」及「穩定供水執行計畫」與各計畫「第1次修正計畫」

積極推動各項工作，由於水庫上游集水區崩塌及沖蝕之狀況，主要為受天

然地形、地質條件影響，故各項計畫於核定及推動前，以宏觀考量，以順

應自然、尊重自然為出發點，積極推動水庫集水區保育，維護水庫功能，

以管理重於治理之原則，結合水、土、林各方面功能作整體有效之經營，

突破傳統在水庫集水區管理、治理層面的思維，擬訂相關策略。 

依據「穩定供水計畫」，就水庫集水區整治而言，以土地使用管理與

防災監測之非工程手段為主，山坡地治理為輔，據此林務局擬定整治計畫

目標包含(1)抑止土砂生產，減少泥砂入庫、(2)加速植生復育，防止崩塌

擴大、(3)進行災害防治，降低致災風險、(4)加強土地合理使用宣導，減

少違規使用，據此嘉義處針對權責國有林地範圍內，具直接影響保全對象

且人力、機具可及之致災區位，投入大量人力、物力及財力積極辦理各項

保育治理工作。。 

一、既有構造物工程統計 

由嘉義處提供資料，其依據「穩定供水執行計畫」內容，於民國99-104
年共計執行141處保育治理工程 (不含造林植生工程 )，總支用經費約

1,704,441仟元，其中曾文水庫集水區計有79處，支用經費約879,836仟
元，南化水庫集水區計有48處，支用經費約705,281仟元，而烏山頭水庫

集水區計有14處，支用經費約119,324仟元，各水庫各年度執行件數及經

費詳表4-1-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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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4 嘉義處執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保育治理工程統計表 
曾文水庫集水區 南化水庫集水區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小計 水庫別 

年別 處數 經費(仟元) 處數 經費(仟元) 處數 經費(仟元) 處數 經費(仟元)
99 11 80,361 7 87,851 0 0 18 168,212 

100 33 435,483 24 423,560 6 49,289 63 908,332 
101 8 126,734 5 52,872 2 17,061 15 196,667 
102 13 111,175 4 51,470 1 16,572 18 179,217 
103 6 60,831 5 54,070 3 19,865 14 134,766
104 8 65,252 3 35,458 2 16,537 13 117,247
合計 79 879,836 48 705,281 14 119,324 141 1,704,441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整理 

二、既有構造物現況調查成果 

由本計畫針對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99~104年已完工之

工程構造物計141處進行現地調查結果，已完工之保育治理工程於曾文水

庫集水區計有3處第二級工程之鋪石局部淘空，功能評估屬B級，不影響

第一級工程結構安全，處理建議為B3：進入重點檢測中之定期檢測系統；

於南化水庫集水區計有3處第一級工程之護岸局部淘空損壞情形，功能評

估屬B級，處理建議為B1：定期檢測維護(詳表4-1-15所示)，說明如下： 

表 4-1-15 構造物功能受損比例統計表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烏山頭水庫 處理建議 水庫 

等級 處數 % 處數 % 處數 % 建議 處數 

A 級 79 100.0 45 93.8 14 100.0 A1：進入重點檢測中之定期檢測系統 138

B 級 0 0 3 6.2 0 0 B1：進階(定量)檢測，建檔管理並進入定期檢測 3
C1：緊急(短時間)處理重建， 

建檔管理並進入定期檢測 0
C 級 0 0 0 0 0 0 C2：1 年內應處理重建， 

建檔管理並進入定期檢測 0

第
一
級
工
程 

總計 79 100.0 48 100.0 14 100.0  141
A 級 76 96.2 48 100.0 14 100.0 A2：進入重點檢測中之不定期檢測系統 138

B2：1～3 年內應處理維護(重建、補強、..) 0B 級 3 3.8 0 0 0 0 B3：進入重點檢測中之定期檢測系統 3
C3：1 年內應處理重建 0
C4：恢復自然狀況或緩建 

(在不影響國土保育成效或保全對象情形下) 0C 級 0 0 0 0 0 0

C5：維持現況或緩建 0

第
二
級
工
程 

總計 79 100.0 48 100.0 14 100.0  141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調查統計 

(一)曾文水庫集水區 

嘉義處依「穩定供水執行計畫」，於99~104年於曾文水庫集水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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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林地範圍執行65處工程，包含24處崩塌地整治及55處野溪整治工程。 

於功能評估部分，計有3處(約4.2%)第二級工程之鋪石局部淘空(B
級)，而民國100年「大埔區137林班野溪整治工程」及民國101年「大埔

區137林班野溪整治第二期工程」，以往固床工、護岸及既設尾檻基礎

有遭逕流沖刷而裸露處，已由嘉義處於民國102年辦理「大埔區第137
林班野溪加強治理工程」修復完成，另民國99年「特富野聯外道路崩塌

地處理工程」以往護坦遭逕流淘空損壞處，亦已於104年度的例行維護

工程中修復完成，目前各構造物現況已無淘空裸露或損壞情形。 

(二)南化水庫集水區 

嘉義處依「穩定供水執行計畫」，於99~104年於南化水庫集水區國

有林地範圍執行48處工程，包含12處崩塌地治理及36處野溪整治工程。 

於功能評估部分，計有3處(8.9%)第一級工程之護岸被填土及基礎

局部淘空情形(B級)，而嘉義處於民國103年已針對民國100年「玉井區

60林班平坑溪中游整治工程」、民國100年「玉井區51林班苧仔寮坑野

溪整治工程」、民國101年「玉井區65林班柚子腳溝崩塌地整治第二期

工程」及民國101年「玉井區43、51林班防砂工程」等4處工程局部護岸

及基礎損壞處(B級)，進行修復完成，於104年度針對民國100年「玉井

區65林班柚子腳溝崩塌地整治工程」工程局部護岸及基礎淘空損壞處(B
級，護岸ICS=76.0，處理建議為B1-II：1～3年內應處理維護)，進行修

復完成，目前各構造物現況已無淘空裸露或損壞情形。 

(三)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嘉義處依「穩定供水執行計畫」，於99~104年於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保安林地範圍執行14處工程，包含9處崩塌地整治及5處野溪整治工程。 

於功能部分，第一級及第二級工程功能評估皆屬A級，而民國100
年執行之「姜子寮整治工程」，原1處護岸基礎(B級)遭逕流刷深而裸露

處，已由嘉義處於民國103年辦理「區外保安林大丘園野溪整治工程」

修復完成。 

三、執行工程綠色節能減碳 

(一)建築相關產品CO2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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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嘉義處所提供，99~104年各保育治理工程之混凝土與鋼筋

減量資料，並依「建築物生命週期CO2減量政策」(林憲德，工程 Vol.81 
No.2)提及台灣建築相關產品CO2排放量資料，進行各保育治理工程之減

碳量估算，由計算結果得知，曾文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減碳量約

34,709.55公噸，南化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減碳量約17,222.17公
噸，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減碳量約2,556.90公噸，合計工程

減碳量54,488.62公噸，詳表4-1-16所示。 

表 4-1-16 保育治理工程節能減碳量估算一覽表 
工程減碳量 植栽固碳量 

水庫別 減少混凝 
土量(m3) 

混凝土 
減碳量(T) 

減少鋼筋

量(T) 
鋼筋減

碳量(T)
總減碳量

(T) 
工區造林

面積(ha)
生長期造林 
固碳量(T) 

青壯期造林

固碳量(T)
曾文 133,284 33,811.39 1,133.75 898.16 34,709.55 19.65 146.37 292.74
南化 62,239 16,354.67 1,095.05 867.50 17,222.17 63.39 472.23 944.46
烏山頭 9,855 2,500.02 71.80 56.88 2,556.90 5.04 37.51 75.02
小計 205,378 52,666.08 2,300.6 1,822.54 54,488.62 88.08 656.11 1,312.22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分析整理 

(二)植栽固碳 

依據聯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組(IPCC)所建議的生物量碳貯

存量變化公式，估算上參考民國71年林務局台灣森林資源之連續調查報

告所得生長率資料，以每年每公頃材積生長5m3計算，如密度採0.5計，

即等於幹材部分年生長重量為2.5公噸，先以材積的年生長量透過轉換係

數求得林地地上部生物量增加量，如地上部生物量擴展係數(expansion 
factor,EF)為1.3，則每公頃林地地上部生物量年增加為3.25公噸(2.5×1.3
＝3.25)，再加上地下部，以根莖比0.25計算，則總生物量生長為4.06公
噸(3.25×(1+0.25)＝4.06)，碳濃度以理論值0.5計算，換算可固定碳重為

2.03公噸，如轉換為CO2，則以CO2分子量與C原子量比44/12，應再乘

以3.67(44/12)，因此如每公頃林地年生長量為5m3時可固定CO2量約為

7.45公噸(2.03×3.67＝7.45)；惟如以撫育良好、生長快速之青壯期人工

林而言，年材積生長量應可達10m3，其CO2固定量可為14.9公噸。上述

數據除以單位面積株樹1,500株，則每株每年可固定二氧化碳約為

0.005~0.01公噸(5~10公斤)。 

本計畫依上述資料，採每年每公頃林地CO2固定量7.45公噸，計算

各工區造林植栽生長期(初期)之固碳量，另採每年每公頃林地CO2固定



「103-105 年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治成效評估」 104 年度成果摘要報告

 

   

 

4-24

量14.9公噸，計算各工區造林植栽青壯期之固碳量，由計算結果得知，

曾文水庫集水區工區造林植栽生長期(初期)固碳量約146.37公噸、青壯

期固碳量約292.74公噸，南化水庫集水區工區造林植栽生長期(初期)固
碳量約472.23公噸、青壯期固碳量約944.46公噸，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工

區造林植栽生長期(初期)固碳量約37.51公噸、青壯期固碳量約75.02公
噸，計算結果詳表4-1-16所示。 

(三)總減、固碳量 

由嘉義處所提供資料及參考相關資料所計算結果： 

1.曾文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總減碳量約34,709.55公噸，植栽生長期

固碳量約146.37公噸、青壯期固碳量約292.74公噸。 

2.南化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總減碳量約17,222.17公噸，植栽生長期

固碳量約472.23公噸、青壯期固碳量約944.46公噸。 

3.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總減碳量約2,556.90公噸，植栽生長

期固碳量約37.51公噸、青壯期固碳量約75.02公噸。 

4.合計三座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總減碳量約54,488.62公噸，約等於

2.61座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之固碳量(面積約1,400ha，採每年每公頃林

地CO2固定量14.9公噸計算，固碳量約20,860公噸)，約等於141.25座
大安森林公園之固碳量(面積約25.89ha，採每年每公頃林地CO2固定

量14.9公噸計算，固碳量約385.76公噸)。 

5.合計三座水庫集水區總植栽固碳量，於生長期約656.11公噸，約等於

0.03座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之固碳量，約等於1.70座大安森林公園之固

碳量；於青壯期約1,312.22公噸，約等於0.06座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之

固碳量，約等於3.4座大安森林公園之固碳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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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造林植生 

一、造林植生作業規範 

而於崩塌地進行造林植生時，因林木需適應環境而有自然淘汰情

形，故多採密植，並針對自然淘汰下存活下來之林木，再藉由人為適當

撫育(如除草、間伐、補植等)，以達到復育之目的，於樹種之選擇，以造

林地適生之造林樹種為宜。並依據林務局民國100年出版之「育林實務手

冊」，進行植栽造林、撒播造林及撫育作業。 

二、造林植生辦理情形 

嘉義處民國99年起配合「穩定供水計畫」，編列99-104年工作計畫，

各年進度及執行情形如表4-2-1，嘉義處均依照該計畫進度執行： 

1.99年度執行 13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撒播 72.74ha、造林植生

32.53ha，並於保育治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2.92ha，合計造林植生

面積108.19ha。 

2.100年度執行12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撒播59.10ha、造林植生

18.05ha，並於保育治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67.97ha，合計造林植生

面積145.12ha。 

3.101年度執行37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撒播86.62ha、造林植生

71.37ha，並於保育治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6.77ha，合計造林植生

面積164.76ha。 

4.102年度執行13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撒播39.62ha、造林植生

10.11ha，並於保育治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1.58ha，合計造林植生

面積51.31ha。 

5.103年度執行20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造林植生19.58ha，並於保育治

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5.05ha，合計已完成造林植生面積24.63ha。 

6.104年度執行19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造林植生34.67ha，並於保育治

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3.78ha，合計已完成造林植生面積38.45ha。 

7.合計99-104年度執行114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撒播258.08ha、造林

植生186.31ha，並於保育治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88.07ha，總計已

完成造林植生面積532.46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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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崩塌地進行造林植生時，因林木需適應環境而有自然淘汰情

形，故多採密植，通常採密植，並針對自然淘汰下存活下來之林木，再

藉由人為適當撫育(如除草、間伐、補植等)，以達到復育之目的，於樹種

之選擇，以造林地適生之造林樹種為宜。 

表 4-2-1 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造林植生工作一覽表 
水庫別 類型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小計 

執行處數 12 10 29 10 14 15 90
撒播植生(ha) 51.74 39.10 30.15 20.00 0 0 140.99
造林植生(ha) 32.53 14.05 54.34 10.11 11.98 27.65 150.66
工區造林(ha) 0.67 14.87 1.57 0.70 0.90 0.94 19.65

曾文 
271ha 

面積小計(ha) 84.94 68.02 86.06 30.81 12.88 28.59 311.30
執行處數 1 2 8 3 6 4 24

撒播植生(ha) 21.00 20.00 56.47 19.62 0 0 117.09
造林植生(ha) 0 4.00 17.03 0 7.60 7.02 35.65
工區造林(ha) 2.25 52.51 4.99 0.64 1.06 1.94 63.39

南化 
170ha 

面積小計(ha) 23.25 76.51 78.49 20.26 8.66 8.96 216.13
執行處數 - - - - - - - 

撒播植生(ha) - - - - - - - 
造林植生(ha) - - - - - - - 
工區造林(ha) - 0.59 0.21 0.24 3.09 0.90 5.04

烏山頭 
無 

面積小計(ha) - 0.59 0.21 0.24 3.09 0.90 5.04
執行處數 13 12 37 13 20 19 114

撒播植生(ha) 72.74 59.10 86.62 39.62 0 0 258.08
造林植生(ha) 32.53 18.05 71.37 10.11 19.58 34.67 186.31
工區造林(ha) 2.92 67.97 6.77 1.58 5.05 3.78 88.07

合計 
441ha 

面積總計(ha) 108.19 145.12 164.76 51.31 24.63 38.45 532.46
資料來源：嘉義處 
資料統計時間：99~104 年 

4-3 非工程類-林地管理 

一、土地管理計畫及辦理情形 

嘉義處針對國有林地土地管理計畫及辦理情形如下： 

(一)確立護管責任制，對於交通便利、人員出入頻繁處易被濫墾、濫建地

區列為重點地區，加強林地護管巡查工作。 

1.於99-100年3座水庫平均巡視5,040次、聯合巡視及攔檢180次、工作

站抽查144次、管理處抽查24次。 

2.101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392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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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抽查137次、管理處抽查23次。 

3.102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410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29次、

工作站抽查107次、管理處抽查22次。 

4.103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788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00次、

工作站抽查155次、管理處抽查30次。 

5.104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659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31次、

工作站抽查140次、管理處抽查45次。 

(二)利用GPS套繪農航所提供各年度最新版正射影像圖作租地造林地、造

林地、切結地等圖籍比對，以查察濫墾、濫建、擅設工作物等違規違

法情形，由嘉義處提供資料得知，計查處處理523件違法案件，目前

均已處理完成，並已結案。 

(三)利用契約書換約、轉讓、繼承時，查明是否有租地擴墾情形。 

(四)利用國土監測中心提供衛星影像變異點來監測比對，藉以舉發林地內

濫墾、濫建，經由衛星影像變異點監測比對結果，於3座水庫集水區

國有林地(保安林地)範圍內，並無發現明顯濫墾、濫建及大規模開發

等重大行為。 

(五)水庫集水區之租地由林管處加強宣導租地造林相關法令，輔導並督促

承租人善盡合約義務責任，依雙方訂定租約實施造林，如有天然生林

木應併同撫育，使林木均勻覆蓋林地，以維護集水區森林生態環境；

如發生違約案件，承租人仍拒不配合限期改善者，以寄發存證信函告

知租約終止限期交還林地，否則循訴訟程序辦理收回林地之方式處

理，本類案件處理程序如次： 

1.林野巡視員一經發現違約事實，先口頭告知行為人停止一切作為，速

依行政程序陳報，由工作站以公文書通知租地造林人限期改善，逾期

未改善者，再1次以雙掛號通知延長改善期限。 

2.租地造造林人如未依限改善，由林管處寄發存證信函再1次限期改善，

並明示逾期未改正即終止租約收回林地。 

3.租地造林人如仍未配合，應再寄發存證信函，告知已自前項改善期限

屆滿次日起終止租約，限期將林地交還，逾期循民事訴訟程序辦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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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4.承租人如未主動交還林地，即蒐集相關證物（如：原租約、違約事實、

終止租約之存證信函、租地現場位置圖、現場照片），撰狀向法院提

起終止租約、返還林地之訴。 

5.待法院判決勝訴確定，對造當事人未主動交還時，再依「強制執行法」

向法院申請強制執行，將林地收回實施造林。 

(六)出租造林地如有種植果樹、檳榔或短期作物等違反租約者，依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104年10月20日農林務字第1041722693號函核定「尚未完成

造林之國有林出租造林地處理方案暨執行計畫」規定，將「出租造林地

逾期未續約案件處理作業規範」納入處理對象，以漸進緩和並符合科學

處理之方式，促使呈現農作之租地造林地逐步完成造林，發揮森林資源

之公益與經濟效用。 

1.非位於森林法第21條所定地區者，延續行政院91年核定之「國土保安

計畫─解決土石流災害具體執行計畫」混植造林木每公頃600株之精

神，考量農民實際經營需求，在不影響國土保安之原則下，將造林之

方式，由均勻混植造林木每公頃600株，增加以帶狀或塊狀方式於30%
之租地內完成造林(種植檳榔者除外)。造林原則如次： 

(1)造林樹種：造林樹種由承租人自行依「國有林事業區租地造林樹種

表」選擇，惟應以適地適木為原則，如承租人所選擇樹種顯不符適

地適木之原則者，工作站得指定造林樹種；原植果樹，如讓其自然

生長，不再採農藝方式經營者，得視同造林木。 

(2)造林期限：承租人應於30%造林範圍內，依所選擇造林樹種之規定

株數，換算應種植林木之株數，於106年造林季節結束前完成造林。 

(3)造林規範： 

A.應以帶狀造林為原則，確因受地形地況影響，無法以帶狀造林者，

方得因地制宜，採塊狀造林。 

B.每一造林帶應種植2列以上造林木、林木間距應大於2公尺。 

2.位於森林法第21條所定地區者，仍應限期全面完成造林。 

3.因查定相關租地是否位於森林法第21條所定地區，非短期間內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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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影響農民之農保權益，並利業務推行，列入本案處理之案件皆先

以書面方式換約至107年12月31日止，各林管處應於此期間內洽相關

主管機關查明納入本案之租地是否位於森林法第21條所定地區，俾據

以辦理。 

4.108年1月1日起，經查定位於森林法第21條所定地區者，應續於3年內

全面完成造林。 

5.原植果樹等違規作物許其與造林木併存，不得新植或補植，亦不得改

植其他違規作物。 

(七)集水區內如有機關申請用地事宜，須為改善水土保持工作所必要或為

國家重大建設需要，其餘亦必須符合森林法、同法施行細則相關規定

及林務局所訂定林地租用審查注意事項，始得辦理，以嚴格管制土地

利用開發行為。 

(八)出租造林地或暫准貸地如屬水源水質水量保護區者，嚴格管制其工寮

設置或其他開發行為；位於水庫集水區之出租造林地依森林法第10
條規定限制林木伐採，並勸導承租人配合辦理租地補償收回，以利國

土保安、涵養水源。 

(九)涉及水庫集水區占用國有林地部份，嘉義處刻依行政院核定「救助計

畫」、「廢耕拆除計畫」及「檳榔管理方案」暨相關法令規定積極處

理中，辦理情形如下： 

1.曾文水庫：99年至104年已剷除收回及佔用收回營管計463筆，面積約

317.52ha。 

2.南化水庫：99年至104年已剷除收回及佔用收回營管計60筆，面積約

120.31ha。 

3.烏山頭水庫：大部份已出租嘉南農田水利會及烏山農業合作社，無占

用林地情形。 

4.合計99年至104年已剷除收回及佔用收回營管計523筆，面積約

437.83ha。 

二、租地造林補償收回工作 

(一)租地補償收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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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地補償收回依據 

依據國有林地出租造林契約書第11條「政府因政策需要收回本契

約之林地時，出租機關得終止租約，承租人不得異議，所造林木得依約

分收或予以補償」規定，民國93年報奉農委會核定「國有林出租造林

地補償收回計畫」，據以辦理地上林木補償後，收回林地。 

2.租地補償收回優先順序 

因經費及人力有限，故訂定補償收回之範圍及其優先順序如下： 

(1)土石流潛勢地區、(2)水庫集水區、(3)河川區兩側、(4)生態保護

區、(5)保安林、(6)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森林法第10條規定限制採伐地區。 

另，林務局民國98年10月1日林政字第0981721853號函示略以：

位於行政院公告災區內之合法出租造林地遭流失或埋沒者為優先收回

對象：承租人如不願意交回租地，則依「國有林事業區出租造林地管理

要點」及「國有林地出租造林契約書」規定辦理。 

3.補償金額 

(1)承租人得選擇每木調查或定額補償。 

(2)選擇每木調查者，林木補償價金依「農作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

準」，無利用價值者，按造林費用計算。 

(3)採定額補償者，租地上生長林木，經會同承租人現場核對，符合最

近一期換約現場林木調查之造林樹種及存活株樹者每公頃40萬元，

其餘以每公頃30萬元計發。租地上生長竹類每公頃30萬元、木竹混

淆林以已印刷最新版林班相片基本圖判釋木、竹所占比例，依前2項
每公頃核發基準核計。列管有案已混植每公頃600株林木者，每公頃

30萬元，原植違規作物不予補償。 

4.國有林地範圍放租情形 

嘉義處轄管阿里山、大埔、玉井、玉山4個國有林事業區及區外保

安林、國有財產局移交林業用地，其中位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

水區之林地面積為48,152ha，承租地面積8,276.33ha，詳如表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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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放租情形一覽表 
出租造林地 

水庫別 集水區面積(ha) 國有林地面積 
(ha) 件數 面積(ha) 

曾文 48,100.00 34,760.00 3,176 4,043.43 
南化 10,830.00 9,547.74 956 668.75 
烏山頭 5,824.00 3,844.49 22 3,564.15 
合計 64,754.00 48,152..23 4,154 8,276.33 
資料來源：嘉義處 

(二)租地補償收回辦理情形 

嘉義處所轄管出租造林地屬曾文或南化水庫集水區範圍者，業經依

據農業委員會報院核定之「國有林出租造林地補償收回計畫」，本從優

補償精神，鼓勵及勸導承租人主動提出交還林地申請，轄區租地林農配

合意願極高，自99年~104年，嘉義處已陸續辦理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

租地補償收回面積約405.70ha(詳表4-3-2)，收回之林地並已納入整體國

家森林經營計畫中妥善管理，期收回之林地復育生息，惟烏山頭水庫集

水區部分因承租人尚無意願辦理，目前暫無租地補償收回案例。 

表 4-3-2 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租地造林補償收回執行情形表 
水庫別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合計 

預定計畫 執行成果 預定計畫 執行成果 預定計畫 執行成果 
年度 

面積(ha) 件數 面積(ha) 面積(ha) 件數 面積(ha) 面積(ha) 件數 面積(ha)
99 25.0 20 57.79 25.0 16 25.95 50.0 36 83.74
100 25.0 23 116.47 12.5 8 28.67 37.5 31 145.14
101 25.0 12 46.81 12.5 7 15.86 37.5 19 62.67
102 25.0 10 28.63 12.5 1 9.39 37.5 11 38.02
103 25.0 12 32.15 12.5 1 6.23 37.5 13 38.38
104 25.0 11 31.70 12.5 6 6.05 37.5 17 37.75
小計 150.0 88 313.55 87.5 39 92.15 237.5 127 405.70
資料來源：嘉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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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防治成效評估 

由於計畫集水區地質不佳，易受颱風豪雨沖刷，且計畫區之崩塌分佈極

為廣泛，部分崩塌地形陡峭，地質條件惡劣，災害地點偏遠且交通無法通達，

導致施工之困難度增加，使得全面整治崩塌地不易達成，不可能有完全保育

及無土砂流出的治理目標，並由於工程保護有其限度，不可能無限提高保護

標準，因此硬體工程手段仍無法完全避免災害再發生及全面阻擋土砂下移，

仍得配合軟體避災之方式進行災害管理。 

近年為順應自然、尊重自然，於主河道中興建大型構造物，已較少進行

施作，因此目前主要的保育措施已於各集水區中之野溪以保育觀點採小規模

之坡地保育措施、野溪處理措施、植生排水及沉砂設施為主，故針對水庫集

水區問題，依穩定供水特別條例及「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領」與「國土復育

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的精神，以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為出發點，積極推動

水庫集水區保育，維護水庫功能，以管理重於治理之原則，結合水、土、林

各方面功能作整體有效之經營，突破傳統在水庫集水區管理、治理層面的思

維，擬訂相關策略，針對水庫上游集水區部分，主要以災害治理、水土保持

監測與管理、山坡地環境資源保育及生態環境保育為策略，兼顧治理與管

理、加強生態保育與環境景觀維護等理念，達成避(減)災、保土蓄水、土地

合理利用目標。 

據此嘉義處針對計畫水庫集水區內，屬林務局治理權責之崩塌地、野溪

及土石流潛勢溪流，針對規模較大、具有保全對象、災害嚴重且道路可及之

處積極辦理各項保育工程、造林植生及租地補償收回等工作，以加速其植生

復育及擴增植生面積範圍，而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盤出

露之崩塌地，則採自然復育方式處理，經嘉義處及各權責單位積極推動各項

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以及於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下，已使現況環境已與莫

拉克風災後有極大的不同。 

本計畫之成效評估為依據「穩定供水計畫」中，所訂定林務局租地補償

收回237.5ha及抑制土砂量815萬m3為績效指標進行評估，項目包含針對嘉

義處執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所施設之保育治理工程

成效、崩塌地自然復育成效及崩塌地造林植生成效等項目進行成效評估，依

民國102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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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治理」第一次評鑑計畫及「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

治成效評估」，所採用之防治成效評估方法如下： 

5-1 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防治成效評估 

5-1-1 保育治理工程防治成效評估 
依據嘉義處提供資料，於99至104年共執行141處工程，本計畫依上

述方法進行各項工程防治成效評估，評估項目包含崩塌地整治工程土砂防

治成效評估及野溪整治工程成效評估。 

經本計畫針對各保育治理工程既有構造物現地調查與複核，並估算其

土砂防治量成果如表5-1-1，合計嘉義處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國有

林地範圍內，於99~104年度所施設各項保育治理工程總土砂防治量達

708.91萬m3，說明如下： 

1.曾文水庫集水區於國有林地範圍，其總土砂防治量為270.66萬m3，其

中防砂設施土砂防治量約23.24萬m3、總清淤量體約64.11萬m3、相關

工程土砂防治量約61.62萬m3、崩塌地潛在土砂抑制量約111.94萬
m3、造林覆蓋土砂流失抑制量約9.76萬m3。 

2.南化水庫集水區於國有林地範圍，其總土砂防治量為414.60萬m3，其

中防砂設施土砂防治量約13.57萬m3、總清淤量體約160.96萬m3、相

關工程土砂防治量約85.41萬m3、崩塌地潛在土砂抑制量約141.10萬
m3、造林覆蓋土砂流失抑制量約13.55萬m3。 

3.烏山頭水庫集水區於保安林地範圍，其總土砂防治量為23.65萬m3，

其中防砂設施土砂防治量約0.01萬m3、總清淤量體約8.08萬m3、相關

工程土砂防治量約6.74萬m3、崩塌地潛在土砂抑制量約4.40萬m3、造

林覆蓋土砂流失抑制量約4.42萬m3。 

4.綜合上述，現階段3座水庫集水區國有(保安)林地範圍內，總土砂防治

量以南化水庫為最多，主要原因係因卡玫基及莫拉克於南化水庫國有

林地範圍內造成大量源頭崩塌，並因崩塌土石大量下移，使下游河道

土石堆積嚴重，故於災後嘉義處立即投入大量崩塌地及野溪土砂防治

工程，並針對土砂淤積嚴重河段進行河道整理以恢復其通洪，而各項

工程實施後，已逐漸發揮土砂防治及促進崩塌坡面植生復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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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土砂防治成效一覽表 
土砂防治量(萬 m3) 

水庫別 年度 
防砂設施 清淤量體

相關工程

土砂防治量

崩塌地潛在

土砂抑制量

造林覆蓋土砂

流失抑制量 

總土砂防治

量萬(m3)

99 0.48 4.28 5.72 1.00 0.60 12.08 
100 5.03 33.63 23.44 84.25 5.16 151.51 
101 2.00 8.76 11.49 13.03 1.83 37.11 
102 4.80 10.92 7.14 1.54 0.35 24.75 
103 3.34 2.93 4.07 1.62 0.88 12.84 
104 7.59 3.59 9.76 10.50 0.94 32.37 

曾文水庫 

小計 23.24 64.11 61.62 111.94 9.76 270.66 
99 2.04 20.00 1.62 22.09 2.61 48.36 

100 5.76 112.05 58.03 90.02 8.48 274.34 
101 1.10 9.08 6.94 24.02 0.52 41.66 
102 1.83 8.19 4.18 3.47 0.44 18.11 
103 0.28 7.40 5.13 0.75 0.53 14.09 
104 2.56 4.24 9.52 0.75 0.97 18.04 

南化水庫 

小計 13.57 160.96 85.41 141.10 13.55 414.60 
9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0.01 1.36 2.44 0.00 0.14 3.95 
101 0.00 0.69 1.28 0.00 0.21 2.18 
102 0.00 0.52 0.55 0.90 0.36 2.33 
103 0.00 5.01 1.06 3.00 2.81 11.88 
104 0.00 0.50 1.41 0.50 0.90 3.31 

烏山頭 
水庫 

小計 0.01 8.08 6.74 4.40 4.42 23.65 
99 2.52 24.28 7.34 23.09 3.21 60.44 

100 10.80 147.04 83.91 174.27 13.78 429.80 
101 3.10 18.53 19.71 37.05 2.56 80.95 
102 6.63 19.63 11.87 5.91 1.15 45.19 
103 3.62 15.34 10.26 5.37 4.22 38.81 
104 10.14 8.33 20.69 11.75 2.81 53.72 

合計 

總計 36.81 233.14 153.78 257.44 27.73 708.91 
資料來源：1.林務局嘉義林區管理處、2.本計畫調查評估 

5-1-2 崩塌地造林植生防治成效評估 
嘉義處民國99年起配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進行崩塌地植生造林

作業，依104年底所執行成果進行估算如下： 

一、於民國99年執行工區造林2.92ha、造林植生32.53ha、撒播植生

72.74ha，總造林植生面積108.19ha。 

二、於100年執行工區造林67.97ha、造林植生18.05ha、撒播植生59.10ha，
總造林植生面積145.12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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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101年執行工區造林6.77ha、造林植生71.37ha、撒播植生86.62ha，
總造林植生面積164.76ha。 

四、於102年執行工區造林1.58ha、造林植生10.11ha、撒播植生39.62ha，
總造林植生面積51.31ha。 

五、於103年執行工區造林5.05ha、造林植生19.58ha，總造林植生面積

24.63ha。 

六、於104年執行工區造林3.78ha、造林植生34.67ha，總造林植生面積

38.45ha。 

六、99-104年合計執行工區造林88.07ha、造林植生186.31ha、撒播植生

258.08ha，總計針對崩塌地執行造林植生作業532.46ha。 

由於造林植生係以木本植物加速坡面植生復育，經1~5年造林撫育

後，目前坡面以木本植生為主，而撒播植生之坡面，於3年以上者(民國

99~101年)，坡面上已逐漸具木本植生覆蓋，而3年以內者(民國102~104
年)仍以草本植生為主，因此造林植生之握裹土砂量(土砂抑制量)應會大於

撒播植生。 

在坡面上，草本植物與木本植物根系分布有顯著的不同，一般草本植

物根系，不依重力方向往下面生長而向山谷延伸，而其根系密度隨土壤剖

面深度的增加約呈現出3個顯著特點，總根數的90%集中分布在0~30cm的

土層內，總根數的8%分布在30~70cm的土層內，而總根數的2%分布在

70cm以下的土層內。 

就木本植物之根系分布範圍而言，一般在平地上之根徑1cm之分布半

徑，與樹冠半徑相同，而根徑3cm者為樹冠半徑的80%，至於根系的深度

約可達到1.5m，此外，在坡地上，坡面愈陡則根系愈易於往下邊坡處發展，

一般在坡度小於25°之坡地內，根將向四周放射，分布也較為均勻，而坡

度在25°~40°之間者，隨坡地坡度之增大，下坡面之根系量將會增多，而

上坡面之根量將會減少。 

由於造林植生作業為由民國99年開始，於99~101年執行之造林植生

作業經4~6年的造林撫育，坡面上已逐漸為木本植生所覆蓋，經考量造林

植生木本植物及其根系生長情形，根系握裹深度採0.5m進行估算，而撒播

植生根系握裹深度採0.3m進行估算，而102年~104年之造林植生作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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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年之造林撫育，目前仍處於初期復育階段，經考量造林植生木本植物

及其根系生長情形，根系握裹深度採0.3m進行估算，而撒播植生根系握裹

深度採0.1m進行估算，經估算後造林植生土砂抑制量約122.26萬m3、撒

播植生土砂抑制量約69.50萬m3，合計總抑制土砂量約191.76萬m3，詳表

5-1-2所示。 

表 5-1-2 嘉義處崩塌地造林植生防治成效一覽表 
崩塌地造林作業(ha) 土砂抑制量(萬 m3) 

水庫別 年度 
工區造林 造林植生 撒播植生 小計 造林植生 撒播植生 小計 

99 0.67 32.53 51.74 84.94 16.60 15.52 32.12 
100 14.87 14.05 39.10 68.02 14.46 11.73 26.19 
101 1.57 54.34 30.15 86.06 27.96 9.05 37.01 
102 0.70 10.11 20.00 30.81 3.24 2.00 5.24 
103 0.90 11.98 0.00 12.88 3.86 0.00 3.86 
104 0.94 27.65 0.00 28.59 8.58 0.00 8.58 

曾文水庫 

小計 19.65 150.66 140.99 311.30 74.70 38.30 113.00 
99 2.25 0.00 21.00 23.25 1.13 6.30 7.43 

100 52.51 4.00 20.00 76.51 28.26 6.00 34.26 
101 4.99 17.03 56.47 78.49 11.01 16.94 27.95 
102 0.64 0.00 19.62 20.26 0.19 1.96 2.15 
103 1.06 7.60 0.00 8.66 2.60 0.00 2.60 
104 1.94 7.02 0.00 8.96 2.69 0.00 2.69 

南化水庫 

小計 63.39 35.65 117.09 216.13 45.88 31.20 77.08 
99 - - - - - - - 

100 0.59 - - 0.59 0.30 - 0.30 
101 0.21 - - 0.21 0.11 - 0.11 
102 0.24 - - 0.24 0.07 - 0.07 
103 3.09 - - 3.09 0.93 - 0.93 
104 0.90 - - 0.90 0.27 - 0.27 

烏山頭 
水庫 

小計 5.04 - - 5.04 1.68 - 1.68 
99 2.92 32.53 72.74 108.19 17.73 21.82 39.55 

100 67.97 18.05 59.10 145.12 43.02 17.73 60.75 
101 6.77 71.37 86.62 164.76 39.08 25.99 65.07 
102 1.58 10.11 39.62 51.31 3.50 3.96 7.46 
103 5.05 19.58 0.00 24.63 7.39 0.00 7.39 
104 3.78 34.67 0.00 38.45 11.54 0.00 11.54 

合計 

小計 88.07 186.31 258.08 532.46 122.26 69.50 191.76 
資料來源：本計畫評估 

5-1-3 崩塌地間接處理復育防治成效評估 
崩塌地除以人為促進復育外，經各保育治理工作執行後，亦可間接處

理上游崩塌地，促進上游崩塌地間接復育，並依植生間接復育面積及根系

握裹深度，估算崩塌地間接復育土砂抑制量防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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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99-104年度已執行完工之保育治理工程執行區位，套疊莫拉

克颱風後至民國104年蘇迪勒颱風後之崩塌復育地圖資，扣除保育治理工

作(保育治理工程及造林植生工程)直接處理加速復育之崩塌面積，歸納保

育治理工作所設置之防砂設施、固床工及護岸工程等，受其穩固河床、調

整溪床縱坡、保護坡腳等保護範圍內，受間接處理復育之崩塌地面積；另，

由於崩塌坡面之植生處於初期復育階段，以草本植生及苗木復育為主，其

根系淺，故握裹深度採0.1m進行估算，經估算崩塌地間接復育面積約

254.57ha，合計土砂抑制量約25.46萬m3。 

表 5-1-3 計畫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間接復育防治成效一覽表 
莫拉克颱風後 蘇迪勒颱風後

水庫別 國有林地 
面積(ha) 崩塌面積 

(ha) 
崩塌率

(%) 
崩塌面積

(ha) 
崩塌率

(%) 

保育治理

工作復育

面積(ha)

保育治理

間接復育

面積(ha) 

保育治理間接

復育防治成效

量(萬 m3) 
曾文水庫 34,760.00 1,139.45 3.28 258.38 0.74 311.30 89.28 8.93 
南化水庫 9,547.74 771.62 8.08 127.94 1.34 216.13 165.29 16.53 
烏山頭水庫 3,844.49 52.12 1.35 30.97 0.81 5.04 0.00 0.00 

合計 48,152.23 1,963.19 4.08 417.29 0.87 532.46 254.57 25.46 
註：1.崩塌地面積統計資料詳表 3-1-1、2.保育治理工作復育面積統計詳表 5-1-2 
資料來源：本計畫評估 

5-1-4 崩塌地自然復育防治成效評估 
崩塌地除以人為促進復育外，針對無直接保全、無道路可及之崩塌地

所採用自然復育方式，亦有相當之復育成效，此部分本計畫採衛星影像進

行崩塌地判釋，評估已復育規模，並依植生復育面積及根系握裹深度，估

算崩塌坡面土砂抑制量防治成效。 

由3-1節崩塌地判釋成果，以莫拉克颱風後國有林地崩塌面積為基

準，並以民國104年蘇迪勒颱風後之衛星影像判釋崩塌地面積，進行比對

兩事件後，各水庫國有林地範圍內崩塌地植生復育面積，而由於崩塌復育

除自然復育外，嘉義處所執行之保育治理工作(含保育治理工程及造林植

生)，亦有加速植生復育之效，故此部分促進復育面積需進行扣除後，方

為崩塌地自然復育之面積；另，由於崩塌坡面之植生處於初期復育階段，

以草本植生及苗木復育為主，其根系淺，故握裹深度採0.1m進行估算。 

現階段3座水庫集水區國有(保安)林地範圍內，以莫拉克颱風後崩塌地

面積為基準，於104年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自然復育面積約758.87ha，合

計土砂抑制量約75.89萬m3，顯示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與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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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規模較小之崩塌地，採用自然復育方式，亦有相當之土砂防治成效。 

表 5-1-4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自然復育防治成效一覽表 
莫拉克颱風後 蘇迪勒颱風後

水庫別 國有林地 
面積(ha) 崩塌面積 

(ha) 
崩塌率 

(%) 
崩塌面積

(ha) 
崩塌率

(%) 

保育治理

工作復育

面積(ha)

保育治理

間接復育

面積(ha) 

崩塌自

然復育

面積(ha) 

崩塌自然復

育防治成效

(萬 m3) 
曾文 34,760.00 1,139.45 3.28 258.38 0.74 311.30 89.28 480.49 48.05 
南化 9,547.74 771.62 8.08 127.94 1.34 216.13 165.29 262.26 26.23 
烏山頭 3,844.49 52.12 1.35 30.97 0.81 5.04 0.00 16.11 1.61 
合計 48,152.23 1,963.19 4.08 417.29 0.87 532.46 254.57 758.87 75.89 
註：1.崩塌地面積統計資料詳表 3-1-1、2.保育治理工作復育面積統計詳表 5-1-2、3.間接復育面積詳表 5-1-3 
資料來源：本計畫評估 

5-1-5 土砂防治成效指標達成率 
由上述相關防治成效評估結果整理如表5-1-5，並說明如下： 

1.保育治理工程總防治土砂量約708.91萬m3。 

2.崩塌地造林植生總防治土砂量約191.76萬m3。 

3.保育治理間接復育總防治土砂量約25.46萬m3。 

4.崩塌地自然復育總防治土砂量約75.89萬m3。 

5.則嘉義處所執行之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保育治理工程及崩塌地造林植

生)，合計總土砂防治量約900.67萬m3 (708.91+191.76)，已達到「穩

定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預估抑制土砂量 815萬m3目標之

100.00%。 

6.嘉義處所執行之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間接處理復育，合計總土砂防治

量約926.13萬m3 (708.91+191.76+25.46)，已達到「穩定供水執行計

畫」中，林務局預估抑制土砂量815萬m3目標之100.00%。 

7.嘉義處所執行之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崩塌地自然復育，合計總土砂防

治量約1,002.02萬m3 (708.91+191.76+25.46+75.89)，已達到「穩定

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預估抑制土砂量815萬m3目標之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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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嘉義處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防治成效一覽表 
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防治成效(萬 m3)     項目 

 
水庫別 保育治理工程 崩塌地造林植生 小計 

保育治理間接

復育防治成效

(萬 m3) 

崩塌地自然

復育防治成

效(萬 m3) 

合計 
(萬 m3)

99 12.08 32.12 44.20 
100 151.51 26.19 177.70 
101 37.11 37.01 74.12 
102 24.75 5.24 29.99 
103 12.84 3.86 16.70 
104 32.37 8.58 40.95 

曾文 
水庫 

小計 270.66 113.00 383.66 

8.93 48.05 440.64 

99 48.36 7.43 55.79 
100 274.34 34.26 308.60 
101 41.66 27.95 69.61 
102 18.11 2.15 20.26 
103 14.09 2.60 16.69 
104 18.04 2.69 20.73 

南化 
水庫 

小計 414.60 77.08 491.68 

16.53 26.23 534.44 

99 0.00 0.00 0.00
100 3.95 0.30 4.25 
101 2.18 0.11 2.29 
102 2.33 0.07 2.40 
103 11.88 0.93 12.81 
104 3.31 0.27 3.58 

烏山

頭 
水庫 

小計 23.65 1.68 25.33 

0.00 1.61 26.94 

99 60.44 39.55 99.99 
100 429.80 60.75 490.55 
101 80.95 65.07 146.02 
102 45.19 7.46 52.65 
103 38.81 7.39 46.20 
104 53.72 11.54 65.26 

總計 

小計 708.91 191.76 900.67 

25.46 75.89 1,002.02 

保育治理工作 (900.67/815)*100=100.00% 
保育治理工作及間接復育 (926.13/815)*100=100.00% 

指標達成

率(%) 
保育治理工作、間接復育及崩塌自然復育 (1002.02/815)*100=100.00% 

註：1.加速保育治理工程防治成效統計詳表 5-1-1、2.崩塌地造林植生防治成效統計詳表 5-1-2、3.保育治理間
接復育防治成效詳表 5-1-3、4.崩塌地自然復育防治成效詳表 5-1-4、4 指標達成率為代表是否已能達成預
定目標，故最高以 100%計。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評估 

5-1-6 保育治理工作與崩塌地復育關連性評估 
計畫區於莫拉克後新增大量崩塌面積，使崩塌總面積達1,963.19ha，

經嘉義處積極投入各項保育治理工作，截至104年底止，已辦理141處保

育治理工程，114處造林植生作業，造林面積約532.46ha(含工區造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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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7ha)，並已執行租地補償收回405.7ha。 

經由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之推動，以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於104年
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417.29ha，相較於莫拉克颱風

後崩塌面積，總復育面積達1,545.90ha，本計畫以99-104年度已執行完

工之保育治理工程及造林植生工程執行區位，套疊莫拉克颱風後至民國

104年蘇迪勒後之崩塌復育地圖資，並以保育治理工作(保育治理工程及

造林植生工程)直接處理加速復育之崩塌面積，與保育治理工作所設置之

防砂設施、固床工及護岸工程等，利用其穩固河床、調整溪床縱坡、保

護坡腳等保護範圍內，可間接處理之崩塌地面積進行探討，說明如下： 

1.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於莫拉克後崩塌面積約1,139.45ha，經嘉義

處積極辦理保育治理工作下(79處保育治理工程及90處造林植生)，崩

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258.38ha，經分析，直接加速復育面積約

311.30ha(約35.33%)，保育治理工作間接處理復育面積約89.28ha(約
10.13%)，自然復育面積約480.496ha(約54.54%)，總復育面積約

881.07ha，詳表5-1-6。 

2.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於莫拉克後崩塌面積約771.62ha，經嘉義處

積極辦理保育治理工作下(48處保育治理工程及24處造林植生)，崩塌

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 127.94ha，經分析，直接加速復育面積約

216.13ha( 約 33.58%) ， 保 育 治 理 工 作 間 接 處 理 復 育 面 積 約

165.29ha(約25.68%)，自然復育面積約262.26ha(約40.74%)，總復育

面積約643.68ha，詳表5-1-6。 

3.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於莫拉克後崩塌面積約52.12ha，經嘉義處

積極辦理保育治理工作下(14處保育治理工程)，崩塌地面積減少至

30.97ha，經分析，直接加速復育面積約5.04ha(約23.81%)，自然復

育面積約16.11ha(約76.19%)，總復育面積約21.15ha，詳表5-1-6。 

4.合計計畫3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與保安林地於莫拉克後崩塌面積約

1,963.19ha，經嘉義處積極辦理保育治理工作下(141處保育治理工程

及114處造林植生)，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417.29ha，經分析，直

接加速復育面積約532.46ha(約34.44%)、保育治理工作間接處理復育

面積約254.57ha(約16.47%)，自然復育面積約758.87a(約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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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復育面積約1,545.90ha，詳表5-1-6。 

穩定供水計畫已執行6年，藉由各項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的推動，以

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使現況環境已與莫拉克風災後有極大的不同，

由本計畫分析結果，計畫 3水庫國有林地範圍以自然復育面積約

758.87ha(49.09%)為高，顯示於無重大颱風豪雨事件侵襲擾動下，無保

全對象、無路可及之崩塌地，經環境之自我調適與修復，使崩塌地已能

逐漸自然復育；而針對崩塌土砂災害嚴重，且直接影響保全對象之崩塌

地，所執行之保育治理工作加速復育面積約532.46ha(約34.44%)，經保

育治理工作實施後，間接處理復育面積約254.57ha(約16.47%)，顯示於

嘉義處積極辦理各項保育工作下，亦有加速崩塌地復育之效。 

表 5-1-6 莫拉克至蘇迪勒後崩塌復育與保育治理工作關連性一覽表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烏山頭水庫 合計 

復育 
類型 復育面積

(ha) 
百分比 

(%) 
復育面積

(ha) 
百分比

(%) 
復育面積

(ha) 
百分比 

(%) 
復育面積

(ha) 
百分比

(%) 
保育治理工

作加速復育 311.30 35.33 216.13 33.58 5.04 23.81 532.46 34.44

保育治理工

作間接處理 89.28 10.13 165.29 25.68 0 0 254.57 16.47

自然復育 480.49 54.54 262.26 40.74 16.11 76.19 758.87 49.09
小計 881.07 100.00 643.68 100.00 21.15 100.00 1,545.90 100.00 
資料來源：本計畫分析 

5-1-7 加速集水區保育治理防治成效評估綜合說明 
由於計畫集水區地質不佳，易受颱風豪雨沖刷，且計畫區之崩塌分佈

極為廣泛，部分崩塌地形陡峭，地質條件惡劣，災害地點偏遠且交通無法

通達，導致施工之困難度增加，使得全面整治崩塌地不易達成，不可能有

完全保育及無土砂流出的治理目標，並由於工程保護有其限度，不可能無

限提高保護標準，因此硬體工程手段仍無法完全避免災害再發生及全面阻

擋土砂下移，仍得配合軟體避災之方式進行災害管理。 

為減緩水庫淤積及延長水庫壽命，林務局依「穩定供水計畫」、「穩

定供水實施計畫」、「穩定供水執行計畫」及各計畫第1次修正，積極推

動各項工作，由於水庫上游集水區崩塌及沖蝕之狀況，主要為受天然地

形、地質條件影響，故各項計畫於核定及推動前，並經宏觀考量，以順應

自然、尊重自然為出發點，積極推動水庫集水區保育，維護水庫功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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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重於治理之原則，結合水、土、林各方面功能作整體有效之經營，突

破傳統在水庫集水區管理、治理層面的思維，擬訂相關策略，依據「穩定

供水計畫」，就水庫集水區整治而言，以土地使用管理與防災監測之非工

程手段為主，山坡地治理為輔，據此林務局擬定整治計畫目標包含(1)抑止

土砂生產，減少泥砂入庫、(2)加速植生復育，防止崩塌擴大、(3)進行災

害防治，降低致災風險、(4)加強土地合理使用宣導，減少違規使用。 

據此，嘉義處針對權責國有林地範圍內，具直接影響保全對象且人

力、機具可及之致災區位，投入大量人力、物力及財力積極辦理各項保育

治理工作，而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層出露之崩塌地，

則採自然復育方式處理，並依滾動檢討精神，依實調整，本計畫業已執行

6年，計畫區內各項復建及保育工作的推動，以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

使現況環境已與莫拉克風災後有極大的不同。 

計畫三座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及保安林地，於莫拉克颱風後合計產生

1,963.19ha之崩塌地，經嘉義處積極投入各項保育治理工作，截至104年
底止，已辦理141處保育治理工程，總土砂防治量約708.91萬m3，並辦理

114處造林植生作業，造林面積約532.46ha(含工區造林858.07ha)，並已

執行租地補償收回405.70ha，經由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之推動，以及自然環

境的自我修復，於104年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

417.29ha，茲將各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保育治理後之成效說明如下： 

一、曾文水庫集水區 

曾文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於莫拉克颱風後產生1,139.45ha之崩

塌地，經嘉義處積極投入各項保育治理工作，截至104年底止，已辦理79
處保育治理工程，總土砂防治量約270.66萬m3，並辦理90處造林植生作

業，造林面積約311.30ha(含工區造林19.65ha)，另執行租地補償收回

313.55ha，均已完工，各項工作皆依預定期程積極辦理中。 

經由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之推動，以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於104年
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258.38a，顯示於嘉義處加速辦

理各項保育治理工程、植生造林及租地補償收回等積極作為，並針對交

通不可及、治理無保全對象、無人為活動區域部分，採以自然復育為原

則下，區內環境已能逐漸復原與穩定，整體而言，區內環境已較莫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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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穩定。 

由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區內既有之崩塌地已逐漸復育中，無再發

生大規模崩塌及既有崩塌顯著擴大情形，各項保育防治工程亦發揮土砂

防治之功效，使國有林地範圍內之河道無土砂大規模下移或河道沖蝕刷

深情形，僅於伊斯基安那溪、烏奇那溪、塔庫布央溪、草蘭溪等河道內，

仍有較明顯土砂堆積及河岸沖蝕問題，建議持續觀察，如有新增災害影

響保全對象時，則依滾動檢討原則，編列相關保育治理工程進行治理。 

二、南化水庫集水區 

南化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範圍於莫拉克颱風後產生771.62ha之崩塌

地，經嘉義處積極投入各項保育治理工作，截至104年底止，已辦理48
處保育治理工程，總土砂防治量約414.60萬m3，並辦理24處造林植生作

業，造林面積約216.13ha(含工區造林63.39ha)，另執行租地補償收回

92.15ha，均已完工，各項工作皆依預定期程積極辦理中。 

經由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之推動，以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於104年
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127.94ha，顯示於嘉義處加速

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程、植生造林及租地補償收回等積極作為，並針對

交通不可及、治理無保全對象、無人為活動區域部分，採以自然復育為

原則下，區內環境已能逐漸復原與穩定，整體而言，區內環境已較莫拉

克後穩定。 

經由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區內既有之崩塌地已逐漸復育中，無再

發生大規模崩塌及既有崩塌顯著擴大情形，各項保育防治工程亦發揮土

砂防治之功效，使國有林地範圍內之河道無土砂大規模下移或河道沖蝕

刷深情形，惟於平四坑及亞美坑上游河道仍堆積大量土砂，已由嘉義處

編列相關保育治理工程，於本年度(104年)持續辦理，完成治理。 

另於民國102年康芮颱風後，鳳梨坑、苧仔寮坑及柚子腳坑之上游源

頭堆積之土砂下移，經保育治理工程有效防治，土砂多蓄積於梳子壩及

潛壩上游，無大規模下移而對下游造成災情，有效防治避免大量土砂下

移至下游河道。 

三、烏山頭水庫集水區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林地範圍於莫拉克颱風後產生52.12ha之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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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地，經嘉義處積極投入各項保育治理工作，截至104年底止，已辦理14
處保育治理工程，總土砂防治量約23.65萬m3，並於保育治理工區執行工

區造林面積5.04ha。 

經由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之推動，以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於104年
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面積減少至30.97ha，顯示除部分為嘉義處積極治理

外，主要原因為受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地質、地形坡度及單場颱風豪雨日

降雨量等因素影響，於單場暴雨逕流沖刷下，陡坡坡面殘存薄層土砂及

泥岩坡面所復育之植生即遭雨水破壞，而使坡面裸露，於颱風豪雨事件

後，坡面殘存之土砂，再次形成強勢適生草種之生育基盤，促使非屬穩

定狀態之坡面草本植生覆蓋快速出現，而形成反覆裸露、植生復育現象，

使得崩塌面積在30~60ha之間變化，整體而言，烏山頭水庫集水區保安

林地範圍崩塌地面積多小於50ha(崩塌率<1.3%)，顯示整體崩塌情形仍屬

輕微；另，經本計畫現地調查結果，國有林地範圍內之河道無土砂大規

模下移或河道沖蝕刷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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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國有林地執行成效評估指標 
以往為評估集水區保育治理工程之防治成效時，一般多採用整治率為

指標參數，惟由於此種指標評估方式，雖能適切的反映常時集水區治理效

益，但一旦集水區發生重大土石災害(如莫拉克颱風)，所產生之大量超過容

許土砂流出量之土砂災害，將使得整治工程投入後所產生之效益無法完整

呈現，而產生整治率偏低的情況。 

為評估莫拉克風災後，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的保

育治理及復育成效，並將目前保育治理成效進行指標化，林務局除考量整

治率所提出的土砂生產整治率及環境保育整治率之計算方式外，另考量「穩

定供水計畫」之績效指標及國有林地特性，擬訂土砂抑制指標(EI)、林地管

理指標(MI)、崩塌復育指標(LI)、產砂減量指標(SI)及等四項指標，以檢核

及評估保育治理工程(含造林植生)與林地管理等工作項目之執行成效，經提

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並於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02年6月25日主任委員圓桌

會議，與會人員及單位包含王副主委、陳副主委、戴主任秘書、林務局、

農糧署、農田水利處、水土保持局及農委會各處室與農改場等，經主委裁

示事項一、有關「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理及穩定供水計畫執行情形」議

題：(一)水保局及林務局採產砂減量等六項指標評估績效，請持續推動，並

考量不同颱風事件降雨強度影響，採滾動式管理方式，適時調整。 

另，參考水土保持局民國103年之「水庫集水區治理成效評析及推動友

善生態措施」，檢討水保局原有之「產砂減量指標」、「河道穩定指標」、

「崩塌復育指標」、「尖峰流量抑制指標」及「工程土砂抑制指標」等5
項績效評估指標，由檢討結果，原有之指標多係運用模式計算推估分析，

故為能反映實際保育治理工程執行成效，改採以水土保持局歷年監測資料

及工程資訊，修正績效指標為「崩塌綠覆指標」、「影響範圍縮小指標」

及「產砂減量指標」。 

其中「崩塌地綠覆指標」、「產砂減量指標」與本計畫之「崩塌復育

指標」、「產砂減量指標」之評估目的與量化方式大致相同，僅「產砂減

量指標」之評估方法略有不同，並針對績效超過100%者，表示其已達預定

績效或表示計畫區環境已能恢復至莫拉克災害前之環境，故以100%為表

示，茲將本計畫各指標評估方法及評估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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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砂減量指標(SI) 

產砂減量指標(SI)之評估目的為評估保育治理工程執行前、後，國有

林地整體土砂減量成效，藉由產砂減量指標(SI)計算結果，分析災前、災

後及保育治理工程施設後各階段泥砂生產量的差異，以瞭解計算集水區

保育治理目前產砂減量成效，其量化方式為： 
 
 
 

式中，Sso：災後土砂產量估算 

Ss：保育治理後土砂產量估算 

Ssp：災前土砂產量估算 

1.災後土砂產量估算(Sso)：本計畫為評估嘉義處執「穩定供水計畫」各

項保育工程之防治成效，故以莫拉克颱風事件後，於水庫集水區國有

林地範圍內所產生之土砂生產量，作為災後土砂產量估算。 

2.保育治理後土砂產量估算(Sss)：以執行保育治理後，於水庫集水區國

有林地範圍內所產生土砂生產量，作為保育治理後土砂產量估算，此

部分以本計畫執行期間之104年蘇迪勒颱風事件後，國有林地範圍內

之土砂產量進行估算。 

3.災前土砂產量估算(Ssp)：以莫拉克颱風事前，於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

範圍內所產生之土砂生產量，作為災前土砂產量估算，此部分本計畫

以民國95年0609豪雨事件後，國有林地範圍內之土砂產量進行估算。 

由指摽量化估算結果(詳表5-2-1)，曾文、南化水庫及烏山頭集水區

國有林地產砂減量指標(SI)皆達100.00%，整體產砂減量指標(SI)亦已達

100.00%，顯示經實施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區內環境隨時間而有自然復

育下，計畫水庫集水區內之國有林地環境已獲得改善與控制，於近年無

再新增大規模崩塌，及坡面逐漸恢復植生覆蓋下，使土砂產量已能大幅

降低。 

 

 

 

100%×
−
−

=
spso

ssso

SS
S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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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計畫 3 水庫產砂減量指標(SI)一覽表 
時期 

 
水庫 

災後土砂產量 
Sso 

(98 莫拉克後) 
(A) 

保育治理後土砂產量

Sss 
(104 蘇迪勒後) 

(B) 

災前土砂產量 
Ssp 

(950609 豪雨後) 
(C) 

產砂減量指標

SI 
(A-B)/(A-C) 

曾文水庫 3,973.26 萬 m3 259.35 萬 m3 675.17 萬 m3 100.00 %
南化水庫 1,949.27 萬 m3 43.56 萬 m3 326.54 萬 m3 100.00 %
烏山頭水庫 116.95 萬 m3 6.22 萬 m3 56.21 萬 m3 100.00 %
整體環境 6,039.48 萬 m3 309.13 萬 m3 1,057.92 萬 m3 100.00 %

資料來源：嘉義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治成效評估」及本計畫分析 

二、崩塌復育指標(LI) 

崩塌復育指標(LI)之評估目的為評估保育治理工程執行後，各水庫集

水區國有林地範圍之崩塌復育成效，於評估上係採用多時期崩塌地面積

判釋成果，以水庫集水區為單元，分別評估單元內莫拉克風災前、風災

後崩塌地面積及保育治理工程施設後崩塌面積差異，以瞭解目前集水區

崩塌復育情況，其量化方式為： 

 

 

式中，Lso：災後崩塌面積 

Lss：保育治理後崩塌面積 

Lsp：災前崩塌面積 

1.災後崩塌面積(Lso)：本計畫為評估嘉義處執「穩定供水計畫」各項保

育工程之防治成效，故以莫拉克後，於國有林地範圍內所產生之崩地

面積，作為災後崩塌地面積。 

2.保育治理後崩塌面積(Ls)：為經實施保育治理後之崩塌地面積，此部分

以本計畫執行期間所購買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之國有林地範圍崩塌地

面積，作為保育治理後崩塌面積，在此採民國104年蘇迪勒颱風後，

於國有林地範圍內所產生之崩塌地面積為估算。 

3.災前崩塌面積(Lsp)：以莫拉克災害發生前，國有林地範圍內所產生之

崩塌地面積，此部分本計畫以民國95年0609豪雨事件後，於國有林地

範圍內所產生之崩塌地面積，作為災前崩塌面積。 

由指標量化估算結果(詳表5-2-2)，曾文、南化及烏山頭集水區國有

%100×
−
−

=
spso

ssso

LL
L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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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地崩塌復育指標(LI)皆已達100%、計畫3水庫國有林地整體環境崩塌復

育指標(LI)亦達100.00%，顯示於嘉義處加速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程及植

生造林等積極作為，並針對交通不可及、治理無保全對象、無人為活動

區域部分以自然復育為原則下，崩塌坡面隨著時間亦能自然復育，整體

環境已能恢復至莫拉克風災前之水平(民國95年0609豪雨後)，並達成加

速保育、減少災害擴大及降低二次災害之成效。 

表 5-2-2 計畫 3 水庫崩塌復育指標(LI)一覽表 
時期 

 
水庫 

災後崩塌地面積 
Lso 

(98 莫拉克後) 
(A) 

保育治理後崩塌地面積

Ls 
(104 蘇迪勒後) 

(B) 

災前崩塌地面積 
Lsp 

(950609 豪雨後) 
(C) 

崩塌復育指標

LI(%) 
(A-B)/(A-C) 

曾文水庫 1,139.45 ha 258.38 ha 298.28 ha 100.00 %
南化水庫 771.62 ha 127.94 ha 220.28 ha 100.00 %
烏山頭水庫 52.12 ha 30.97 ha 46.89 ha 100.00 %
整體環境 1,963.19 ha 417.29ha 565.45 ha 100.00 %
資料來源：本計畫 3-1-4 節歷年衛星影像崩塌地判釋成果 

三、林地管理指標(MI) 

林地管理指標(MI)之評估目的為依嘉義處所執行林地管理工作，評估

其林地管理執行績效，以瞭解目前嘉義處林地管理工作之執行成效，其

量化方式為： 
 
 

1.租地造林補償收回面積，以嘉義處執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民國

99～104年於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租地補償收回總面積約405.70ha。 

2.預定租地造林補償收回面積，以「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預

定租地造林補償收回面積237.5ha為估算。 

則林地管理指標(MI)： 

(405.70) / (237.5)*100%=100.00% 

由指摽量化估算結果，本計畫水庫之林地管理指標(MI)達100.00%，

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理租地造林補償收回下，已達到林務局預定租地補

償收回之目標，而收回之林地並已納入整體國家森林經營計畫中妥善管

理，期收回之林地復育生息，以利國土保安，涵養水源。 

 

%100×=
面積預定租地造林補償收回

租地造林補償收回面積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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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砂抑制指標(EI) 

土砂抑制指標(EI)評估目的為評估保育治理工程執行後，各項工作之

土砂抑制成效，以瞭解目前嘉義處保育治理工作之執行成效，其量化方

式為： 
 
 

(一)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指標 

1.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量，以嘉義處執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於

民國99～104年間，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辦理保育治理

工作總土砂防治量約900.67萬m3。 

2.預定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量，以「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

預定抑制土砂量815萬m3為估算。 

則土砂抑制指標(EI)： 

(900.67) / (815)*100%=100.00% 

(二)保育治理工程及間接復育合計土砂抑制指標 

1.保育治理工程及間接復育合計土砂抑制量，以嘉義處執行「穩定供水

執行計畫」，於民國99～104年間，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

區辦理保育治理工程抑制成效及崩塌間接復育抑制成效，合計總土砂

防治量約926.13萬m3 (900.67 + 25.46)。 

2.預定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量，以「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

預定抑制土砂量815萬m3為估算。 

則土砂抑制指標(EI)： 

(926.13) / (815)*100%=100.00% 

(三)保育治理工程、間接復育及崩塌自然復育合計土砂抑制指標 

1.保育治理工程、間接復育及崩塌自然復育合計土砂抑制量，以嘉義處

執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於民國99～104年間，於曾文、南化及

烏山頭水庫集水區辦理保育治理工程抑制成效、崩塌地間接復育抑制

成效及崩塌自然復育抑制成效，合計總土砂防治量約1,002.02萬m3 
(900.67 + 25.46 + 75.89)。 

%100×=
抑制量預定保育治理工程土砂

量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EI



「103-105 年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防治成效評估」 104 年度成果摘要報告

 

   

 

5-19

2.預定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量，以「穩定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

預定抑制土砂量815萬m3為估算。 

則土砂抑制指標(EI)： 

(1,002.02) / (815)*100%=100.00% 

由指摽量化估算結果，本計畫水庫之土砂抑制指標(EI)，於保育治

理工程土砂抑制指標部分已達100%，於保育治理工程、間接復育及崩

塌自然復育土砂合計抑制指標部分亦達100.00%，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

理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針對交通不可及、治理無保全對象、無人為活

動區域部分以自然復育為原則下，已達到林務局預定保育治理工程土砂

抑制量815萬m3之目標。 

五、國有林地執行成效評估指標彙整 

(一)產砂減量指標(SI)：由指標量化估算結果，整體產砂減量指標(SI)達
100.00%，顯示經實施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區內環境隨時間而有自然復

育下，區內之國有林地環境已獲得改善與控制。 

(二)崩塌復育指標(LI)：由指標量化估算結果，整體崩塌復育指標(LI)達
100.00%，顯示於嘉義處加速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程及植生造林等積極

作為，並針對交通不可及、治理無保全對象、無人為活動區域部分以自

然復育為原則下，崩塌坡面隨著時間亦能自然復育，整體環境已能恢復

至莫拉克風災前之水平(民國95年0609豪雨後)，並達成加速保育、減少

災害擴大及降低二次災害之成效。 

(三)林地管理指標(MI)：由指摽量化估算結果，本計畫水庫之林地管理指標

(MI)達100.00%，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理租地造林補償收回下，已達到

預定租地補償收回之目標，而收回之林地並已納入整體國家森林經營計

畫中妥善管理，期收回之林地復育生息，以利國土保安，涵養水源。 

(四)土砂抑制指標(EI)：由指標量化估算結果，本計畫水庫之土砂抑制指標(EI)
達100%，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下，已達到林務局

預定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量815萬m3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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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國有林地執行成效評估指標一覽表 
執行成效評估指標 整體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烏山頭水庫 

產砂減量指標(SI)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崩塌復育指標(LI)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林地管理指標(MI) (%) 100.00 - - - 
土砂抑制指標(EI) (%) 100.00 - - - 

資料來源：本計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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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執行成效彙整 
嘉義處針對權責國有林地範圍內，具直接影響保全對象且人力、機具可

及之致災區位，投入大量人力、物力及財力積極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作，而

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或已岩層出露之崩塌地，則採自然復育方

式處理，並依滾動檢討精神，依實調整，本計畫業已執行6年，計畫區內各

項復建及保育工作的推動，以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於104年蘇迪勒颱風

後，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417.29h，使現況環境已與莫拉克風災後有極

大的不同，茲將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執行成果及成效彙整如下： 

6-1 保育治理工作執行成果彙整 

一、保育治理工程執行成果彙整(詳4-1-5節) 

嘉義處依「穩定供水執行計畫」，於99至104年共執行141處保育治

理工程(不含造林植生工程)，已完工之保育治理工程於曾文水庫集水區計

有3處第二級工程之鋪石局部淘空，功能評估屬B級，不影響第一級工程

結構安全，處理建議為B3：進入重點檢測中之定期檢測系統；於南化水

庫集水區計有3處第一級工程之護岸局部淘空損壞情形，功能評估屬B
級，處理建議為B1：定期檢測維護。 

二、造林植生工程執行成果彙整(詳4-2節) 

嘉義處民國99年起配合「穩定供水計畫」，編列99-104年工作計畫，

截至104年底止，合計已執行114處造林植生工程，完成撒播258.08ha、
造林植生186.31ha，並於保育治理工程處完成工區造林88.07ha，總計已

完成造林植生面積532.46ha。 

6-2 非工程類-林地管理執行成果彙整 

一、土地管理計畫及辦理情形(詳4-3節) 

(一)確立護管責任制，對於交通便利、人員出入頻繁處易被濫墾、濫建地

區列為重點地區，加強林地護管巡查工作。 

1.於99-100年3座水庫平均巡視5,040次、聯合巡視及攔檢180次、工作

站抽查144次、管理處抽查24次。 

2.101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392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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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抽查137次、管理處抽查23次。 

3.102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410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29次、

工作站抽查107次、管理處抽查22次。 

4.103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788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00次、

工作站抽查155次、管理處抽查30次。 

5.104年3座水庫執行例行與加強巡視5,659次、聯合巡視與攔檢231次、

工作站抽查140次、管理處抽查45次。 

(二)利用GPS套繪農航所提供各年度最新版正射影像圖作租地造林地、造

林地、切結地等圖籍比對，以查察濫墾、濫建、擅設工作物等違規違

法情形，由嘉義處提供資料得知，計查處523件違法案件，目前均已

處理完成，並已結案。 

(三)利用國土監測中心提供衛星影像變異點來監測比對，藉以舉發林地內

濫墾、濫建，經由衛星影像變異點監測比對結果，於3座水庫集水區

國有林地範圍內，並無發現明顯濫墾、濫建及大規模開發等重大行為。 

(四)水庫集水區之租地由林管處加強宣導租地造林相關法令，輔導並督促

承租人善盡合約義務責任，依雙方訂定租約實施造林，如有天然生林

木應併同撫育，使林木均勻覆蓋林地，以維護集水區森林生態環境；

如發生違約案件，承租人仍拒不配合限期改善者，以寄發存證信函告

知租約終止限期交還林地，否則循訴訟程序辦理收回林地方式處理。 

(五)出租造林地如有種植果樹、檳榔或短期作物等違反租約者，依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104年10月20日農林務字第1041722693號函核定「尚未

完成造林之國有林出租造林地處理方案暨執行計畫」規定，將「出租

造林地逾期未續約案件處理作業規範」納入處理對象，以漸進緩和並

符合科學處理之方式，促使呈現農作之租地造林地逐步完成造林，發

揮森林資源之公益與經濟效用。為免影響農民之農保權益，並利業務

推行，列入本案處理之案件皆先以書面方式換約至107年12月31日
止，租地內有違規工作物或設施者，可由承租人自行排除或放棄該部

分面積後，就其餘部分依上開規定辦理。截至民國104年底止，於曾

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已完成租地違規復舊造林(600
株/ha)面積合計約1,798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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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涉及水庫集水區占用國有林地部份，嘉義處刻依行政院核定「救助

計畫」、「廢耕拆除計畫」及「檳榔管理方案」暨相關法令規定積極

處理中，截至104年12月底，已剷除收回及佔用收回營管計523筆，面

積約437.83ha。 

二、租地造林補償收回工作 

嘉義處所轄管出租造林地屬曾文或南化水庫集水區範圍者，業經依

據農業委員會報院核定之「國有林出租造林地補償收回計畫」，本從優

補償精神，鼓勵及勸導承租人主動提出交還林地申請，轄區租地林農配

合意願極高，自99年~104年，嘉義處已陸續辦理曾文、南化水庫集水區

租地補償收回面積約405.70ha，收回之林地並已納入整體國家森林經營

計畫中妥善管理，期收回之林地復育生息，惟烏山頭水庫集水區部分因

承租人尚無意願辦理，目前暫無租地補償收回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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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嘉義處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執行成果一覽表 
水庫 執行項目(年度) 99 100 101 102 103 104 合計 備註 

保育治理 11 33 8 13 6 8 79  
造林植生 12 10 29 10 14 15 90  

治理 
處數 

小計 23 43 37 23 20 23 169  
工區造林 0.67 14.87 1.57 0.70 0.90 0.94 19.65  
造林植生 84.27 53.15 84.49 30.11 11.98 27.65 291.65  

植生 
面積 
(ha) 小計 84.94 68.02 86.06 30.81 12.88 28.59 311.30  

曾文 
水庫 

租地補償收回(ha) 57.79 116.47 46.81 28.63 32.15 31.70 313.55  
保育治理 7 24 5 4 5 3 48  
造林植生 1 2 8 3 6 4 24  

治理 
處數 

小計 8 26 13 7 11 7 72  
工區造林 2.25 52.51 4.99 0.64 1.06 1.94 63.39  
造林植生 21.00 24.00 73.50 19.62 7.60 7.02 152.74  

植生 
面積 
(ha) 小計 23.25 76.51 78.49 20.26 8.66 8.96 216.13  

南化 
水庫 

租地補償收回(ha) 25.95 28.67 15.86 9.39 6.23 6.05 92.15  
保育治理 - 6 2 1 3 2 14  
造林植生 - - - - - - -  

治理 
處數 

小計 - 6 2 1 3 2 14  
工區造林 - 0.59 0.21 0.24 3.09 0.90 5.04  
造林植生 - - - - - - -  

植生 
面積 
(ha) 小計 - 0.59 0.21 0.24 3.09 0.90 5.04  

烏山頭 
水庫 

租地補償收回(ha) - - - - - - -  
保育治理 18 63 15 18 14 13 141 
造林植生 13 12 37 13 20 19 114 
小計 31 75 52 31 34 32 255 

治理 
處數 

原核定 16 57 30 25 12 10 150 

已達成預定

目標 

工區造林 2.92 67.97 6.77 1.58 5.05 3.78 88.07  
造林植生 105.27 77.15 157.99 49.73 19.58 34.67 444.39  

植生 
面積 
(ha) 小計 108.19 145.12 164.76 51.31 24.63 38.45 532.46  

已執行(ha) 83.74 145.14 62.67 38.02 38.38 37.75 405.80 

合計 

租地補 
償收回 原核定(ha) 50.00 37.50 37.50 37.50 37.50 37.50 237.50 

已達成預定

目標 
資料來源：嘉義處及本計畫彙整 

6-3 防治成效評估彙整 

一、保育治理工程防治成效評估(詳5-1-1節) 

依據嘉義處提供資料，於99至104年共執行141處工程，本計畫依上

述方法進行各項工程防治成效評估，評估項目包含崩塌地整治工程土砂

防治成效評估及野溪整治工程成效評估，經本計畫針對各保育治理工程

既有構造物現地調查與複核，並估算其土砂防治量成果如表5-1-1，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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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處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國有林地範圍內，於99~104年度所施

設各項保育治理工程總土砂防治量達708.91萬m3；保育治理工程總減碳

量約54,488.62公噸，約等於2.61座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之固碳量(面積約

1,400ha，採每年每公頃林地CO2固定量14.9公噸計算，固碳量約20,860
公噸)，約等於141.25座大安森林公園之固碳量(面積約25.89ha，採每年

每公頃林地CO2固定量14.9公噸計算，固碳量約385.76公噸)，工區造林

總植栽固碳量，於生長期約656.11公噸，約等於0.03座阿里山森林遊樂

區之固碳量，約等於1.70座大安森林公園之固碳量；於青壯期約1,312.22
公噸，約等於0.06座阿里山森林遊樂區之固碳量，約等於3.4座大安森林

公園之固碳量。 

二、崩塌地造林植生防治成效評估(詳5-1-2節) 

嘉義處民國99年起配合「穩定供水執行計畫」，進行崩塌地植生造

林作業，截至 104年底止，合計執行工區造林 88.07ha、造林植生

186.31ha、撒播植生258.08ha，總計針對崩塌地執行造林植生作業

532.46ha，由於造林植生作業為由民國99年開始，於99~101年執行之造

林植生作業經4~6年的造林撫育，坡面上已逐漸為木本植生所覆蓋，經考

量造林植生木本植物及其根系生長情形，根系握裹深度採0.5m進行估

算，而撒播植生根系握裹深度採0.3m進行估算，而102年~104年之造林

植生作業，經1~3年之造林撫育，目前仍處於初期復育階段，經考量造林

植生木本植物及其根系生長情形，根系握裹深度採0.3m進行估算，而撒

播植生根系握裹深度採0.1m進行估算，經估算後造林植生土砂抑制量約

122.26萬m3、撒播植生土砂抑制量約69.50萬m3，合計總抑制土砂量約

191.76萬m3(詳表5-1-2)。 

三、崩塌地間接處理復育防治成效評估(詳5-1-3節) 

崩塌地除以人為促進復育外，經各保育治理工作執行後，亦可間接

處理上游崩塌地，促進上游崩塌地間接復育，並依植生間接復育面積及

根系握裹深度，估算崩塌地間接復育土砂抑制量防治成效。 

本計畫以99-104年度已執行完工之保育治理工程執行區位，套疊莫

拉克颱風後至民國104年蘇迪勒颱風後之崩塌復育地圖資，扣除保育治理

工作(保育治理工程及造林植生工程)直接處理加速復育之崩塌面積，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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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治理工作所設置之防砂設施、固床工及護岸工程等，受其穩固河床、

調整溪床縱坡、保護坡腳等保護範圍內，受間接處理復育之崩塌地面積；

另，由於崩塌坡面之植生處於初期復育階段，以草本植生及苗木復育為

主，其根系淺，故握裹深度採0.1m進行估算，經估算崩塌地間接復育面

積約254.57ha，合計土砂抑制量約25.46萬m3(詳表5-1-3)。 

四、崩塌地自然復育防治成效評估(詳5-1-4節) 

崩塌地除以人為促進復育外，針對無直接保全、無道路可及之崩塌

地所採用自然復育方式，亦有相當之復育成效，此部分本計畫採衛星影

像進行崩塌地判釋，評估已復育規模，並依植生復育面積及根系握裹深

度，估算崩塌坡面土砂抑制量防治成效。 

現階段3座水庫集水區國有(保安)林地範圍內，以莫拉克颱風後崩塌

地面積為基準，於104年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自然復育面積約758.87ha，
合計土砂抑制量約75.89萬m3(詳表5-1-4)，顯示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

路不可及與崩塌規模較小之崩塌地，採用自然復育方式，亦有相當之土

砂防治成效，顯示針對無直接保全對象、道路不可及與崩塌規模較小之

崩塌地，採用自然復育方式，亦有相當之土砂防治成效。 

五、土砂防治成效指標達成率 

由上述相關防治成效評估結果整理如表5-1-5，說明如下： 

1.保育治理工程總防治土砂量約708.91萬m3。 

2.崩塌地造林植生總防治土砂量約191.76萬m3。 

3.保育治理間接復育總防治土砂量約25.46萬m3。 

4.崩塌地自然復育總防治土砂量約75.89萬m3。 

5.則嘉義處所執行之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保育治理工程及崩塌地造林植

生)，合計總土砂防治量約900.67萬m3 (708.91+191.76)，已達到「穩

定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預估抑制土砂量 815萬m3目標之

100.00%。 

6.嘉義處所執行之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間接處理復育，合計總土砂防治

量約926.13萬m3 (708.91+191.76+25.46)，已達到「穩定供水執行計

畫」中，林務局預估抑制土砂量815萬m3目標之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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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嘉義處所執行之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崩塌地自然復育，合計總土砂防

治量約1,002.02萬m3 (708.91+191.76+25.46+75.89)，已達到「穩定

供水執行計畫」中，林務局預估抑制土砂量815萬m3目標之100.00%。 

六、保育治理工作與崩塌地復育關連性評估(詳5-1-6節) 

計 畫 區 於 莫 拉 克 後 新 增 大 量 崩 塌 面 積 ， 使 崩 塌 總 面 積 達

1,963.19ha，經嘉義處積極投入各項保育治理工作，截至104年底止，已

辦理141處保育治理工程，114處造林植生作業，造林面積約532.46ha(含
工區造林88.07ha)，並已執行租地補償收回405.7ha。 

經由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之推動，以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於104年
蘇迪勒颱風後，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417.29ha，相較於莫拉克颱風

後崩塌面積，總復育面積達1,545.90ha，本計畫以99-104年度已執行完

工之保育治理工程及造林植生工程執行區位，套疊莫拉克颱風後至民國

104年蘇迪勒後之崩塌復育地圖資，並以保育治理工作(保育治理工程及

造林植生工程)直接處理加速復育之崩塌面積，與保育治理工作所設置之

防砂設施、固床工及護岸工程等，利用其穩固河床、調整溪床縱坡、保

護坡腳等保護範圍內，可間接處理之崩塌地面積進行探討。 

計畫3水庫集水區國有林地與保安林地於莫拉克後崩塌面積約

1,963.19ha，經嘉義處積極辦理保育治理工作下(141處保育治理工程及

114處造林植生)，崩塌地面積已大幅減少至417.29ha，經分析，直接加

速復育面積約532.46ha(約34.44%)、保育治理工作間接處理復育面積約

254.57ha(約16.47%)，自然復育面積約758.87a(約49.09%)，總復育面積

約1,545.90ha(詳表5-1-6)。 

穩定供水計畫已執行6年，藉由各項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的推動，以

及自然環境的自我修復，使現況環境已與莫拉克風災後有極大的不同，

由本計畫分析結果，計畫 3水庫國有林地範圍以自然復育面積約

758.87ha(49.09%)為高，顯示於無重大颱風豪雨事件侵襲擾動下，無保

全對象、無路可及之崩塌地，經環境之自我調適與修復，使崩塌地已能

逐漸自然復育；而針對崩塌土砂災害嚴重，且直接影響保全對象之崩塌

地，所執行之保育治理工作加速復育面積約532.46ha(約34.44%)，經保

育治理工作實施後，間接處理復育面積約254.57ha(約16.47%)，顯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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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處積極辦理各項保育工作下，亦有加速崩塌地復育之效。 

6-4 國有林地執行成效評估指標彙整 

一、土砂抑制指標(EI)：由指標量化估算結果，本計畫水庫之土砂抑制指標

(EI)達100%(詳表5-2-3)，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作下，

已達到林務局預定保育治理工程土砂抑制量815萬m3之目標。 

二、林地管理指標(MI)：由指摽量化估算結果，本計畫水庫之林地管理指標

(MI)達100%(詳表5-2-3)，顯示於嘉義處積極辦理租地造林補償收回

下，已達到林務局預定租地補償收回之目標，而收回之林地並已納入整

體國家森林經營計畫中妥善管理，期收回之林地復育生息，以利國土保

安，涵養水源。 

三、崩塌復育指標(LI)：由指標量化估算結果，整體崩塌復育指標(LI)達
100%(詳表5-2-3)，顯示於嘉義處加速辦理各項保育治理工程及植生造

林等積極作為，並針對交通不可及、治理無保全對象、無人為活動區域

部分以自然復育為原則下，崩塌坡面隨著時間亦能自然復育，整體環境

已能恢復至莫拉克風災前之水平(95年0609豪雨後)，並達成加速保育、

減少災害擴大及降低二次災害之成效。 

四、產砂減量指標(SI)：由指標量化估算結果，整體產砂減量指標(SI)達
100%(詳表5-2-3)，顯示經實施各項保育治理工作及區內環境隨時間而

有自然復育下，區內之國有林地環境已獲得改善與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