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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近年來洪災及土石流災害已對我國造成重大的人傷財損，未來在全球

氣候變遷極端降雨型氣候的影響下，山坡地住宅社區勢必將面臨更嚴峻的衝擊與

考驗。本研究將模擬山坡地住宅社區極端降雨事件下之災害境況，瞭解災損程

度，並藉由災損模擬探討災害防制與減災可行性，整合防災及災害潛勢之評估方

法，研提具體有效的改善措施與減災策略。 

透過蒐集彙整鄉關文獻，建立災害情境模擬方式，針對山坡地災害及其損失

特性進行說明，歸納災害損失影響因素及災害潛勢分析，預擬未來極端降雨事件

下可能情境，應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歷年山坡地社區災害防制研究成果，探討災

害防制與減災可行性，研提改善措施與減災策略。以 2009 年莫拉克颱風高雄縣

甲仙鄉小林村坡地災害規模為例，選定苗栗縣大將軍社區為示範區域，進行實際

案例驗證模擬之災害系統，驗證改善措施與減災策略之可行性。 

坡地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分別由災害衝擊情境條件及災害對策構

成。而災害衝擊情境條件則分別包含「災害成因」及「災害類別」，災害成因則

由氣候、地質、人文三大類所建構，災害類別則分為地震災害、颱洪災害、複合

性災害三類。災害衝擊情境條件擬定時則是以可能之災害事件，配合該地之環境

條件，模擬出該災害衝擊下產生之合理災情狀況。基於擬訂之災害衝擊情境及規

模，再依據社區條件擬定對策，針對各項模擬情境研擬解決的方案，或執行、處

理之策略。對策分為減災、整備、應變、復建四階段。 

關鍵詞：山坡地開發、社區、水理分析、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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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community 

hazard mitigation plans, includ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 hazards maps and shields 

location selection system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induc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t the same time, with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esulting in the hazard scenarios simulations of hillside communities must be studied 

and point out what kinds of the hazard reduction strategies which were be made by 

the communities. So the hazard mitigation techniques and questionnaires surveys of 

communities were employed to establish the hazards scenarios simulation model in 

hillside communiti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simulate the hazard scenarios in hillside 

communities within different hydrologic and geographic conditions of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hillside communities. The simulated results can be shown the 

disaster risk which the people have to deal with and can be employed to strengthen 

the hazards mitigation plans, as well as to establish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uture 

hillside developments. 

Keywords：hillside communities、hazard scenarios、disaster risk、questionnaires 

survey、hazards mitigat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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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鑑於近年來洪災及土石流災害已對我國造成重大的人傷財損，未來在全球氣

候變遷極端降雨型氣候的影響下，山坡地住宅社區勢必將面臨更嚴峻的衝擊與考

驗。因此，本研究將模擬山坡地住宅社區極端降雨事件下之災害境況，瞭解災害發

生時之可能災損程度，並藉由災損模擬探討災害防制與減災可行性，整合防災及災

害潛勢之評估方法，研提具體有效的改善措施與減災策略。 

本研究將蒐集彙整國內重大坡地災害案例，結合地文、水文、環境地質及坡地

災害管理等研究領域，建立災害情境模擬方式，針對山坡地災害及其損失特性進行

說明，歸納災害損失影響因素及災害潛勢分析，預擬未來極端降雨事件下之可能情

境，應用建研所歷年山坡地社區災害防制之研究成果，探討災害防制與減災可行性，

研提改善措施與減災策略。並以實際案例驗證模擬之災害系統，製做防災演練計畫，

驗證改善措施與減災策略之可行性。 

二、研究內容 

2.1 建立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架構 

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分別由災害衝擊情境條件及災害對策

構成(圖 1)。而災害衝擊情境條件則分別包含「災害成因」及「災害類別」，災害成

因則由氣候、地質、人文三大類所建構，災害類別則分為地震災害、颱洪災害、複

合性災害三類。災害衝擊情境條件擬定時則是以可能之災害事件，配合該地之環境

條件，模擬出該災害衝擊下產生之合理災情狀況。 

2.2 災害衝擊情境模擬流程 

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之流程(圖 2)，首先應進行社區居民防災意識

之啟發，並對災害衝擊情境模擬之概念有所認識，以利災害衝擊情境模擬之執行，

而後經由社區診斷瞭解社區現況後，方開始進行災害衝擊情境條件之訂定，擬定條

件下一步則是擬訂災害衝擊情境規模，規模訂定完成則進行到災害對策部份，其中

對策包含減災、整備、應變與復建四大面相，並在執行期間皆配合有專業團隊之協

助。透過以上流程最後則可將研究成果提供給政府單位做為防救災相關計畫之參

考，並藉以檢視是否有需要調整修正。 

2.3 災害衝擊情境模擬步驟與實例應用 

本研究以苗栗縣苗栗市大將軍社區(以下簡稱大將軍社區)為示範社區，以此驗證

坡地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架構及災害衝擊情境模擬流程之可執行性。 

2.3.1 啟蒙與啟動 

本研究於 100 年 3 月中旬陸續進行現地踏查，及蒐集社區相關資料。選定示範

區後與社區幹部進行聯繫(社區執行上亦可由社區主動與專業團隊聯繫)，由社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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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團隊共同進行環境現勘等前期準備工作。本研究於 7 月初與社區幹部進行第

一次工作推動會議，取得幹部認同及支持；並由本研究執行團隊與社區共同籌組推

動小組，共同討論後續相關推動事宜，達成推動共識。與社區幹部確定後續相關推

動事宜後，便接著於 8 月初舉辦防災社區教育宣導活動，引發或鼓勵居民對此一問

題的重視與興趣；同時促使社區內部與地方政府機關及本執行團隊建立良好互動關

係。 

2.3.2 社區環境診斷 

經由蒐集歷史災害資料及自然與社會環境條件之基礎資料，配合坡地社區環境

安全檢視表進行環境調查，界定社區需要考量的災害類型，並掌握社區內有較高受

災風險之區域，藉以了解社區可能發生之災害。資料蒐集建議可包含歷史災害資料

(過去颱洪災害、地震災害、坡地災害、人為交通災害等)、自然與社會環境條件(氣

候環境、地質環境、人文環境等)、坡地社區環境安全檢視等。 

依據建研所歷年山坡地社區災害防制之研究成果及內政部營建署坡地社區安全

居住手冊，彙整出「坡地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表 1)以檢視坡地社區環境安全，檢

視表共分五大部分：1.社區基本資料、2.影像記錄目標、3.基本檢視表、4.日常檢查

表及 5.行動指標。 

示範計畫調查範圍為大將軍社區第二、三、五、六期，總戶數為 210 戶，社區

位於苗栗縣苗栗市高苗里，完工時間為 91 年 8 月(至第六期)，基地面積約為 14741.02

坪(第二期至第六期)。  

2.3.3 擬定災害衝擊情境條件 

1. 災害衝擊情境因子重要性瞭解程度 

本研究於 100 年 8 月進行「山坡地住宅社區防災教育宣導」活動，並於

活動後進行居民問卷調查，以得知民眾是否了解災害衝擊情境因子之重要

性，並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得出在坡地社區安全檢視項目中，依癥兆類型

民眾對災害衝擊因子重要性瞭解程度為極為瞭解之選項分別為：A.環境癥兆

為「順向坡」及「坡面狀態」；B.大地癥兆為「排水系統狀態」；C.房屋癥兆

為「建築結構狀態」。前述項目可被視為在地居民認為可能會發生之情形，

且會造成重大影響之因素。藉由民眾對災害衝擊情境因子瞭解其重要性之項

目訂定災害情境，將有助民眾對於情境設定之認同。 

雖示範區現地無順向坡，然聯外道路皆有岩屑崩落的高潛勢區域，可能

造成聯外道路中斷成為災害孤島，另社區內第三、五期住宅區部份有多處坡

面狀態不佳，災害發生時將可能會使現況已不佳之坡面更趨嚴重，而造成社

區內部道路中斷，影響約 120 戶之民宅。就各別建築部份，第五、六期有約

5 戶民宅庭園位在大填方區，大量降雨將可能使填方區塌陷，影響建築物安

全性，且二期有一民宅緊鄰七期一戶現已有傾斜情形之建築物，當災害發生

時將有倒塌之虞，進而波及隔壁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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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調查資料配合坡地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架構圖（圖 1），
選擇需要考量之情境資料，在本研究中選擇之災害衝擊情境條件如下，以災

害成因分為氣候、地質及人文三大部分。 

2. 社區診斷發掘社區弱點 

大將軍社區內部多處路面狀況不佳，外部重要聯外道路邊坡皆有部份位

於高岩屑崩滑區域，有聯外道路中斷之虞；另社區內僅有一社區公園可做為

社區內之戶外疏散避難空間，而適宜做社區內臨時安置之場所則有社區內幼

稚園一處，社區外則有鄰近之新英社區活動中心及老人文康中心二處可供臨

時安置，並於周邊尚有貓貍山公園及童軍露營場可做戶外疏散避難空間。 

3. 災害衝擊情境條件 

藉由歷史災害資料、社區環境資料及民眾認知，由專家學者共同討論擬

訂出適當之情境條件：包含降雨強度、地質構造、人文口密度…等。 

(1)  歷史災害 

台灣過去有眾多重大歷史災害，山坡地災害更以近年莫拉克風災造

成之山坡地社區-高雄縣甲仙鄉小林村災情最為嚴重，而處在相似條件

下，同樣的災害並不能保證不會發生於此，故情境模擬可選用台灣近年

來重大歷史災害作為情境條件之選定，本研究中則以莫拉克風災作為考

量之情境條件。 

(2) 災害成因-氣候水文條件 

本研究降雨強度係指依以莫拉克颱風之水文條件作為情境模擬之最

大設定值，其中降雨強度可分為降雨量（重現期）與降雨時間（延時）

二部分。重現期係指以高雄縣甲仙雨量站為本次模擬之降與重現期，甲

仙站降雨延時 24、48、72 小時之降雨量，全部皆超過 2000 年以上。降

雨延時係指高雄縣甲仙鄉甲仙雨量站 24 小時達到 1077 毫米；降雨延時

48 小時達到 1601 毫米；降雨延時 72 小時達到 1856 毫米；累積雨量達

1916 毫米。陣風強度係指莫拉克颱風強度為例颱風近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為 40.0 m/s，為中度颱風相當蒲福風級 12-15。 

(3) 災害成因-地質條件 

地震(斷層)部分，藉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活動斷層 GIS 線上查

詢系統得知，苗栗縣境內共 6 條斷層，大將軍社區所在直徑 20 公里內未

有斷層分佈，且依據社區所在地過去 50 年內歷史地震經驗與記錄，未有

因地震導致損害，屬低地震災害潛勢區。而地質構造條件部份，大將軍

社區之重要聯外道路三湖道、龍岡道及台六線等三條聯外道路上皆有岩

屑崩滑區域，且社區北側緊鄰著岩屑崩滑高潛勢區，有嚴重影響社區聯

外道路之可能，並使社區在災害時成為災害孤島。 

(4) 災害類別-颱洪災害 

依經濟部水利署目前公布之苗栗縣一日暴雨 600公釐及 200年重現期

之淹水潛勢圖顯示，苗栗市淹水潛勢範圍主要為後龍溪側，200 年重現期

苗栗市地區有多處淹水，深度為 0.3-1 公尺。大將軍社區位處貓狸山公園

內，為山坡地，故雨水降下後會立即向低處流瀉，過去未有淹水記錄，非

易淹水地區。然因社區佔地較廣，故有相對性低漥區域或住宅設有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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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則易在颱風豪雨期間造成局部性淹水情形；又或是暴雨造成地表逕流

增加，產生通行問題。 

(5) 災害類別-坡地災害 

大將軍社區位於苗栗市貓狸山麓，屬於山坡地社區，依據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之土石流潛勢溪流資料顯示，本基地附近無土石流潛勢溪流；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坡地地質災害潛勢圖顯示，該區無坡地災害潛勢區域

及地層滑動、潛移的跡象，僅聯外道路有高岩屑崩塌之路段，目前可能面

臨之坡地災害情形為聯外道路之邊坡岩屑崩塌、社區邊坡或擋土牆破壞及

部份地面塌陷等。 

4. 選擇情境條件(表 2) 

災害衝擊情境條件需以可能發生為前提，即具有足夠的氣象、地質或

人文條件等。條件的訂定由山坡地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架構中的災害

成因進行各項討論，透過選定氣候水文條件、地質條件與人文條件，將各

項條件組合成災害衝擊情境條件(表 3)。 

三、研究發現 

訂定災害衝擊情境需考量國內歷史災害情形、社區環境條件、居民及當地官方

之認同方可成立，考量國內歷史災害情形及社區環境條件是為使訂定之情境趨近於

現實，即是訂定符合當地有充份可能性發生之災害情境。 

3.1 設定災害衝擊情境及規模 

情境模擬需取得居民與官方單位之認同，才能使模擬之情境能有效協助民眾進

行防災，假若情境之擬定無法取得認同，則民眾不會因應該情境進行防災工作，將

無法使情境模擬失去其價值。 

3.1.1 災害衝擊情境規模 

災害衝擊情境依類型分為建築安全、環境安全、交通安全，並分述其災情狀況

與疏散安置人數，詳表 4。 

3.1.2 災害衝擊情境模擬 

災害衝擊情境是由災害衝擊進行排列組合，擬訂出不同程度之災害衝擊情境，

主要亦是分為建築安全、環境安全及交通安全三部份。本研究初步擬訂大將軍社區

之災害衝擊情境模擬共擬定 4 種情境，礙於篇幅本文節略 2 種情境說明詳見表 5。 

3.2 研擬災害衝擊情境對策 

基於先前擬訂之災害衝擊情境及規模，再依據社區條件擬定對策，針對各項模

擬情境研擬解決的方案，或執行、處理之策略。對策分為減災、整備、應變、復建

四階段，此部份為針對社區應用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之成果，完成災

害對策之擬訂，其中共分有減災、整備、應變、復建等四項內容，為有效完成前述

各項對策的擬定，實有賴於地方各級政府落實地區防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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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災害衝擊情境模擬過程中考量因素廣泛，且結果屬於防災之基礎資料，故可

配合應用之範圍極廣，如檢討區域防救災分工與運作機制之參考、修訂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之參考、更新地方防救災資料庫之參考、強化防救災工作推動、輔助兵棋推

演與應變演練規劃、提供防救災教育訓練教材編訂、結合救災資源管理及地區災害

潛勢資料、提供防救災作業及合作機制之分析參考、納入應變場所開設與相關作業

考量、評估避難場所及收容量、區域避難逃生路線規劃、災害通報及疏散措施檢討

之參考等。 

3.3. 落實、執行與評估 

災害衝擊模擬會應環境條件改變需進行調整，因此需持續地推動，並藉後續推

動與執行之成果，予以評估、檢討，並針對其結果進行調整或強化。本示範區-大將

軍社區之模擬結果可提供給社區民眾及地方政府(苗栗市公所)參考，並與地方政府溝

通本次模擬之成果。 

四、結論 

4.1 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技術具可操作性 

透過蒐集彙整國內重大坡地災害案例，結合地文、水文、環境地質及坡地災害

管理等研究領域，建立災害情境模擬建立模式，針對山坡地災害及其損失特性進行

說明，歸納災害損失影響因素及災害潛勢分析，預擬未來極端降雨事件下之可能情

境。並以示範點-大將軍社區作為實際案例進行驗證，確定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

情境模擬與對策研擬之可操作性，然其中仍有其專業性故需將專家學者納入，並於

未來考慮由實際操作相關檢視之人員，如社區保全人員、社區巡守隊、社區防災小

組進行操作模擬，以調整操作之便宜性。 

4.2 情境模擬後續應用坡地防災評估 

依據建研所歷年山坡地社區災害防制之研究成果及內政部營建署坡地社區安全

居住手冊，彙整成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檢視表共分五大部分，分別為

社區基本資料、影像記錄、基本檢視表、日常檢查表及行動指標，其中行動指標可

用於後續坡地防災評估方式之參考。並在地區災害特性之調查與分析工作中，納入

山坡地住宅社區的環境災害診斷操作模式，以強化地區災害潛勢調查之落實與整合。 

4.3 提出山坡地災害防制策略，預擬空間減災對策，提供各級政府修訂相關災害防救

計畫及推動山坡地社區安全管理工作之參考 

經由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後，分別針對減災、整備、應變、復原

提出相對之對策，其中減災包含社區環境安全檢視、社區內排水及擋土牆設施管理

維護、規劃社區防災空間、防救災計畫研訂；整備包含居民防救災認知強化、救災

設備及物資規劃與管理、定期推動緊急救災演習演練；應變包含確實提報災情資訊、

協助上級單位進行應變作為；復建包含提報基礎設施復原重建需求、居民生活輔導

與心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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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得的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則提供給社區及政府單位，作為社區防災計

畫、社區防災演練計畫及推動山坡地社區安全管理工作之參考。 

4.4 提供極端降雨事件下的山坡地住宅社區之防災對策，做為都市計畫、建築管理相

關工作推動參考，並作為山坡地社區防災相關手冊修訂的參考 

災害衝擊情境模擬為因應全球暖化與氣候異常所產生之極端降雨事件，在災害

衝擊情境條件中氣候水文條件選擇較為嚴苛，並針對該降雨事件下災害衝擊情境擬

訂相對之防災對策。提出對策後則可作為都市計畫或建築管理相關工作推動參考，

並且亦可作為山坡地社區防災相關手冊修訂之參考。 

4.5 逐步完善山坡地住宅社區防災系統架構，將有助於地方政府落實管理應用，增加

民眾自主防災意願，提升坡地社區居住安全性 

本研究建立之山坡地住宅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的建立模式，有助於了

解災害衝擊及其情境，並且於過程中協助民眾建立防災知識與意識，建立後之情境

與對策將有助於地方政府應用於防救災相關計畫。藉由民眾與政府對於災害衝擊情

境模擬與對策之瞭解及應用，並引進國外成功案例強化在災害時使用之區域簡訊發

佈與通報之主動性將可提升坡地社區居住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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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山坡地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架構 

 

 
圖 2、災害衝擊情境模擬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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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 

 



 

 12

表 2、災害衝擊情境條件 

項目 項次 氣候水文條件 說明 

降雨

強度 

1 200 年重現期 
由經濟部水利署或其防災資訊網取得降雨延時 24 小時之 200

年重現期淹水潛勢圖。 

2 
1 日 600 毫米總降

雨量 

由經濟部水利署或其防災資訊網取得 1 日 600 毫米淹水潛勢

圖。 

3 國內重大氣象災害 由歷史資料及新聞媒體報導取得資料。 

4 
地方政府設定災害

規模 
由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取得相關資料。 

陣風

強度 

1 蒲福風級 0-7 蒲福風級七級便會造成全樹搖動，逆風行走感困難之感受。 

2 蒲福風級 8-11 
蒲福風級八級開始便會造成小樹枝被吹折，步行不能前進，

至第 11 級便會有樹被風拔起，造成建築物相當破壞之情勢。

3 蒲福風級 12-15 
蒲福風級八級開始便會造成建築物普遍受損，至 15 級則必造

成災損。 

4 蒲福風級 16 以上 陸上難以出現，若有則必造成災損。 

河川

水位 

1 沒有河川 社區周邊並無河川，無需考量河川水位條件。 

2 三級河川警戒水位 河川水位預計未來 2 小時到達高灘地之水位。 

3 二級河川警戒水位 河川水位預計未來 5 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4 一級河川警戒水位 河川水位預計未來 2 小時到達計畫洪水位(或堤頂)時之水位。

項目 項次 地質條件 說明 

地震

(斷層) 

1 周邊 20 公里無活動斷層 可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或其活動

斷層查詢系統取得斷層分布圖資。 2 鄰近 20 公里有活動斷層 

地質

構造 

1 
地質狀態良好，社區內與鄰近區域無地質

災害潛勢區域。 

可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或其活動

斷層查詢系統取得坡地環境地質基本

圖及坡地地質災害潛勢圖。 

2 
社區內無地質災害潛勢區域，但鄰近區域

有會影響社區防救災之災害潛勢區域。 

3 
地質狀態不佳，社區內有地質災害潛勢區

域。 

4 
地質狀態不佳，社區內外皆有地質災害潛

勢區域。 

項目 項次 人文條件-人口密度 說明 

人口

密度 

1 
以社區內之臨時避難場所可容納之人口數

大於社區人口數。 
以臨時避難場所所需面積為每人 2.6

平方公尺計算臨時避難場所可容納人

口數。 

2 
以社區內之臨時避難場所可容納之人口數

大於社區人口數。 

3 
以社區內之臨時避難場所可容納之人口數

大於社區人口數。 

環境

診斷 

1 

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行動指標

評分結果為 S：暫時尚無需專家評鑑，需

注意癥兆之變化。 

藉由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

進行檢視，檢視表詳見本研究表 4-2。

2 
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行動指標

評分結果為 N：建議委請專家進行評鑑。

藉由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

進行檢視，檢視表詳見本研究表 4-2。

3 
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行動指標

評分結果為 D：應立即委請專家評鑑。 

藉由山坡地住宅社區環境安全檢視表

進行檢視，檢視表詳見本研究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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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氣候水文條件 說明 

土地

利用 

1 
(可供疏散避難之戶外空間面積－建築基

地面積) ＞0 

可供疏散避難之戶外空間面積大於社

區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 

2 
(可供疏散避難之戶外空間面積－建築基

地面積) ＝0 

可供疏散避難之戶外空間面積等於社

區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 

3 
(可供疏散避難之戶外空間面積－建築基

地面積) ＜0 

可供疏散避難之戶外空間面積小於社

區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 

表 3、災害衝擊情境條件-大將軍社區為例 

情

境 

災害衝擊情境條件 

氣候水文條件 地質條件 人文條件 

降雨 

強度 

陣風 

強度 

河川 

水位 
斷層

地質 

構造 

人口 

密度 

環境 

診斷 

土地 

利用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3 4 1 2 3 1 2 3 1 2 3

一  V   V   V  V V V   V  V

二   V  V   V  V V V   V  V

三   V   V   V  V V V    V V

四   V   V   V  V V V    V V

表 4、災害衝擊情境規模-大將軍社區為例 

類

型 
財產損失 

疏散安置人數 

影響戶數 
需疏散安

置人數 

需疏散安

置總人數

建

築

安

全 

 有建築房舍有壁面滲水、磁磚剝落及屋頂漏水之情形，並造成房屋

內裝損傷：數戶房舍有壁面滲水、磁磚剝落及屋頂漏水之情形，並

造成房屋內裝損傷。 

3-5 0 

10~20 人 有建築物產生建築結構破壞：一棟七期建築傾斜，無人居住，但對

隔壁之建築具有威脅性。 
1 5 

 有建築物產生滑動或崩塌：並無建築物滑動，但有一戶庭園發生崩

塌，有造成附近區域土層滑動之可能。 
1-3 5-15 

環

境

安

全 

 社區內有道路積水難以通行之情形：社區大門路口因道路較為低窪

產生積水情形，行人須閃避通行。 
60-70 - 

60-80 人

 有擋土牆破壞之情形，無人員損傷：社區北側(3、5、6 期)部份擋

土牆產生新裂縫，及舊有裂縫復發。 
10-15 40-60 

 邊坡或駁坎有破壞之情形，無人員損傷：六期西側外圍駁坎產生局

部崩塌。 
0 0 

 邊坡或駁坎有破壞之情形，有部份建築受威脅：五期一戶民宅庭園

填方區坍陷。 
3-5 10-20 

交

通

安

全 

 有暴雨造成社區內路面表面逕流增加，致使民眾難以行走，對老弱

婦孺造成威脅之情形。 
100-120 - 

200-350

人

 社區內部部份道路道路中斷，影響部分區域民眾：三期及五期道路

多處塌陷，致使民眾難以通行。 
50-80 200-350 

 有連外道路中斷，但尚有替代道路可供通行：三湖道部份路段中

斷；龍岡道因土石滑落，致使道路難以通行。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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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型 
財產損失 

疏散安置人數 

影響戶數 
需疏散安

置人數 

需疏散安

置總人數

 對外道路多數中斷，尚有單線通車：台六線南向車道因右側土石滑

落造成道路中斷，僅維持單向通車。 
200 - 

 連外道路完全中斷，車輛無法通行。 - - 

表 5、災害衝擊情境對策研擬-大將軍社區為例 

情境 對策 

二 

二

 有建築房舍有壁面滲水、磁

磚剝落及屋頂漏水之情

形，並造成房屋內裝損傷：

數戶房舍有壁面滲水、磁磚

剝落及屋頂漏水之情形，並

造成房屋內裝損傷。 
 社區內有道路積水難以通

行之情形：社區大門路口因

道路較為低窪產生積水情

形，行人須閃避通行。 
 有擋土牆破壞之情形，無人

員損傷：社區北側(3、5、6
期 )部份擋土牆產生新裂

縫，及舊有裂縫復發。 
 有暴雨造成社區內路面表

面逕流增加，致使民眾難以

行走，對老弱婦孺造成威脅

之情形。 

減
災 

 社區環境安全檢視：定期執行房屋癥兆及大地與排水癥兆

之檢視，並確實進行維護管理 

 社區內排水及擋土牆設施管理維護：平日注意排水系統及

擋土牆設施之管理維護 
整備  居民防救災認知強化：安全宣導 

應
變 

 確實提報災情資訊：通報淹水情形社區淹水情形給社區防

救災應變小組或社區幹部，及注意檔土牆之坡壞情形，如

有重大及快速之破壞情形則應盡速通報，以利排除人員之

危害 
 協助上級單位進行應變作為：配合社區防救災小組進行應

變作為，如積水處理、排水系統清理、擋土牆與駁坎狀態

通報等 

復
建 

 提報基礎設施復原重建需求：災害過後之需整理的環境，

以及需要補強或修復之擋土牆設施之通報 

四 

 有建築房舍有壁面滲水、磁

磚剝落及屋頂漏水之情

形，並造成房屋內裝損傷：

數戶房舍有壁面滲水、磁磚

剝落及屋頂漏水之情形，並

造成房屋內裝損傷。 
 有建築物產生建築結構破

壞：一棟七期建築傾斜，無

人居住，但對隔壁之建築具

有威脅性。 

減
災 

 社區環境安全檢視：定期執行房屋癥兆及大地與排水癥兆

之檢視，並確實進行維護管理。無人居住之房屋則由建設

公司定期進行環境檢視。 

 社區內排水及擋土牆設施管理維護：平日注意排水系統及

擋土牆之管理維護，大雨前後注意排水系統疏通，並對社

區內脆落點進行減災準備。 

 有建築物產生滑動或崩塌：

並無建築物滑動，但有一戶

庭園發生崩塌，有造成附近

區域土層滑動之可能。 
 社區內有道路積水難以通行

之情形：社區大門路口因道

路較為低窪產生積水情形，

行人須閃避通行。 
 有擋土牆破壞之情形，無人

員損傷：社區北側(3、5、6
期 )部份擋土牆產生新裂

縫，及舊有裂縫復發。 
 邊坡或駁坎有破壞之情形，

無人員損傷：六期西側外圍

減
災 

 規劃社區防災空間：劃定並宣導社區內臨時住所，規劃社

區圓環嚴重積水或部分道路無法通行時之替代路線。 

 防救災計畫研訂：尋找專業團隊與社區民眾共同討論並研

擬社區防救災計畫。 

整
備 

 居民防救災認知強化：進行社區教育宣導，並組織社區防

救災小組，且定期進行急救、防救災知識之教育。 
 救災設備及物資規劃與管理：登記造冊管理社區內之救災

設備及資源，如有不足則由管理單位進行設備及資源之儲

備。 
 定期推動緊急救災演習演練：由社區自發進行定期之緊急

救災演練。 

應

變 

 確實提報災情資訊：通報淹水情形社區淹水情形給社區防

救災應變小組或社區幹部，及注意檔土牆之坡壞情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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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對策 

駁坎產生局部崩塌。 
 邊坡或駁坎有破壞之情形，

有部份建築受威脅：五期一

戶民宅庭園填方區坍陷。 
 社區內部部份道路道路中

斷，影響部分區域民眾：社

區內北側（中龍岡）部分道

路塌陷，部分民宅無法出入。 
 對外道路多數中斷，尚有單

線通車：台六線南向車道因

右側土石滑落造成道路中

斷，僅維持單向通車。 

有重大及快速之破壞情形則應盡速通報，以利排除人員之

危害。 

 協助上級單位進行應變作為：如管理單位通知部份居民疏

散避難應予以配合，並協助老弱婦孺進行疏散避難。 

復
建 

 提報基礎設施復原重建需求：對管理單位及地方政府提報

需要進行復原重建之地區，如道路邊坡、擋土牆強化、道

路疏通、積水處理及環境清潔等。 

 居民生活輔導與心理重建：可由社區志工或由社區民眾連

結公益組織進行生活輔導與心理重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