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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年日台國際砂防交流活動」由日本國際砂防協會舉辦，時間為 2024年 12月 8 至 14

日，期間舉辦了研討會、行政官會議、機關拜會及現地觀摩參訪等活動，探討諸多議題，如

深層崩塌、堰塞湖及大規模土砂流出，並交流了日本能登半島地震和 0403花蓮地震，災後辦

理的防災預警、工程治理、土砂災害風險評估與因應對策等主題。藉由會議討論和現地參訪，

深入瞭解日本的研究和應對措施。而狩野川放水路（疏洪道）及比由地滑整治的建設和運用

方式，對台灣後續工程整體規劃極具參考價值。本次赴日參訪，拓展了視野，也提升災害管

理、觀測技術和土砂知識方面的廣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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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灣自 2019 年至 2021 年連續三年沒有颱風登陸台灣本島，但鄰近國家日本卻於 2018

年、2019 年連續遭受西日本豪雨以及東日本颱風的影響而造成超過百人死亡的災害並於

2021年於靜岡縣熱海市發生大規模土石流造成 26人死亡、1人失蹤；經過幾次重大土砂災

害的侵襲，日本政府對於土砂災害的判釋、風險評估、工程治理以及相關的軟體作為等，都

有一些先進的想法與做法值得我方方進行交流與學習。 

臺灣與日本在地形、地質條件以及災害類型相似度極高，長期以來日本地區的針對土砂

防治的技術與策略為我國重要的交流對象，其相關防災及減災作為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取經

與學習。 

本次主要勘查地點包括有：東京都、靜岡縣等地進行交流與現場勘查；期透過日台砂防

技術交流與行政官會議進行討論與交流，相關會議討論與現地勘查成果可做為未來兩國坡

地災害治理與管理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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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內容 

「2024年日台國際砂防交流活動」由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李鎮洋署長（團長）

率隊赴日參訪，行程如表 1 所示。8 日台灣訪問團（表 2）於松山機場會合一同搭乘 NH852

班機飛往東京羽田機場，9 日與 10 日於東京砂防會館參與日台研討會與日台行政官會議。

11日赴靜岡縣現地考察，參觀大澤扇状地砂防施設、富士宮市府及市長拜會、12日前往富

士山世界遺産中心、由比地滑整治等地參觀，並至伊豆市府及市長拜會。13 日拜訪松澤川

1號及 2號防砂壩興建工程、伊豆半島地質中心、狩野川放水路及柿田川湧水公園等幾處現

地考察，並於當日返回東京，14 日資料整理，搭乘 NH853 班機返回台灣。各項會議與參訪

細節以下依序說明。 

表 1、2024 日台砂防共同研究會（12/8-12/16）行程表 

日期 內容 備註 

12月 8日（日） 
午後:来日 

宿泊:都市センターホテル 

NH 852 

13:30松山空港出発  

17:30到着羽田空港 

12月 9日（月） 
日台砂防研究会・研討会（砂防会館） 

宿泊:都市センターホテル 
 

12月 10日（火） 

午前:砂防行政官会議（技術交流會） 

     （砂防會館） 

午後:都内観光もしくは自由行動 

 

12月 11日（水） 
午前:移動（東京都→富士宮市） 

午後:現場視察（大沢扇状地砂防施設） 
 

12月 12日（木） 
午前:静岡県富士山世界遺産センター 

午後:現場視察（由比地すべり） 
 

12月 13日（金） 

午前:現場視察（松沢川第 1、2砂防堰堤他） 

ジオリア、砂防堰堤、狩野川放水路（河川）、 

柿田川湧水公園（環境） 

午後:柿田川湧水公園移動（清水町→東京） 

 

12月 14日（土） 午前:帰国 

NH853 

12:40羽田空港出発  

15:50到着松山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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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4日台砂防共同研究會 台灣調查團名單 

No. 姓名 單位 職稱 備註 

1 李鎮洋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署長 團長 

2 黃振全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組長 研討會報告 

3 陳振宇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組長 行政官會議 

4 許中立 中華水土保持學會 理事長 研討會報告 

5 陳樹群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特聘教授  

6 陳昭雄 青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7 張緯東 亞際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8 楊豐榮 中華防災學會 理事長  

9 彭紹博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處長 研討會報告 

10 梁錦淵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副局長  

11 李祐陞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技士 行政官會議 

12 陳子裕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花蓮分署 
科長  

13 臧運忠 
中華防災學會 

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 
副主任  

14 賴文基 中華防災學會 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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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台交流研討會 

此次台日研討會演講議題如表 3，就台日防砂治理現況與課題進行簡報說明，並各自分

享防砂治理改善經驗、防砂技術與風險評估方法等，並針對土砂災害的發生提出系列研究與

對策，台灣方面更進一步分享近年國土強韌化、不穩定土砂與治理工程減碳增匯改善策略，

並整合永續發展目標、環境共生與自然解方等，此外紀錄日方所提之問題及建議；有關本次

會議過程如圖 1~4所示。 

 
 

圖 1 日方代表分享防災經驗 圖 2 日台雙方代表意見交流 

 

 

圖 3 日台雙方代表意見交流 圖 4 日台雙方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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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4 日台砂防技術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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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台行政官會議 

本次行政官會議分別由雙方相關部門進行報告並進行議題討論，台灣就 0403花蓮地震

後國有林地區災害調查與對策及 BigGIS系統引領災害管理進行簡報說明，日方就日本近年

的土砂災害與未來的災害治理策略以及深層崩塌潛勢區之風險評估及檢討進行簡報說明，

台日雙方就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分享工作經驗，會議議程如表 4，會議過程如圖 5~7所示。

所示。 

 

表 4 2024日台行政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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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林業保育署代表分享 0403花蓮地震後 

國有林地區災害調查與對策 

圖 6 日方代表分享日本防災經驗 

  

圖 7 日台雙方代表防災經驗交流 圖 8 日台雙方代表代表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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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澤扇状地砂防施設 

富士山是由先小御岳、小御岳、古富士、新富士等 4層結構組成的火山。但火山學家所

稱的「富士火山」，是「古富士」和 「新富士」的 2座約 10萬年前開始活動的新火山。 

大澤崩塌為富士山頂西側的深谷，最大寬度 500 公尺、深度 150 公尺，總長度 2100 公

尺，是因侵蝕而逐漸流失的塌陷處。靜岡縣富士山麓大面積土砂輸送之控制以及防災監控系

統，其特色為監測系統相當完備，且能整合監測資料之即時傳遞與分析功能，提高預測及防

災之效果。靜岡縣政府對於容易遭受災害地區，設置的防災監控系統，作業模式略述如下： 

1. 於災害地區進行現地整治之同時，設置土石流情報蒐集傳送設施：於最上游防砂壩或河道

上設置感應探測索及遙控攝影機，另於崩塌地設置伸縮傾斜儀、集水區內裝置密集地面雨

量計。借由監視小屋內之土石流感應器及電腦分析系統判斷是否發生災情，一旦有災情發

生，則同時傳送至下游村落設置的受訊警報機，以擴音器廣播通知災區下游各住戶及公共

場所之村民緊急避難，同時分別以有線、無線方式同步傳送至該管轄之工務所及縣市政府

等相關單位，以儘速採取相關應變措施。 

2. 將各地區之災害現場及氣象觀測、水位觀測、雨量觀測等資料，借由無線或有線方式傳遞

到該管轄之地方防災中心，經其研判後傳送災情資訊至縣政府土木防災情報中心，同時將

氣象等相關資料及雷達雨量觀測資料，進一步經專家學者研判後，發佈通知給相關單位。 

3. 上述資料經縣政府土木防災情報電腦系統分析後，監控那些有可能發生災害之地區，隨時

注意災情之發生。另外，預先通知各防災相關單位及其負責人，告知災情最新狀況，使其

能充分掌握災情狀況，以利採取各項防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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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大澤扇状地全景 圖 10 大澤扇状地砂防施設 

  

圖 11現場解說情形 圖 12現場解說情形 

  

圖 13上游土石流監測系統 圖 14上游土石流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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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比地滑整治工程 

由比地滑地位於日本靜岡縣靜岡市清水區由比町的山道，緊鄰駿河灣，因重要交通網絡

日本主幹道、國道 1號線、東名高速公路、JR 東海道本線等都集中在該地區，一旦該地區發

生山體滑坡，連接東部和西部的交通網絡將受到影響，造成的經濟和人員損失將是無法量計。

故 2005年起開始實施山崩預防整治事業。 

該區使用各種設備來監測山崩的發生。觀測設備主要有兩種（詳圖 15）： 

(1) 偵測地面變化的設備（紅色箭頭）。 

(2) 偵測地下運動的設備（藍色箭頭）。 

此外，由於自然條件對山體滑坡的發生影響很大，因此該區也監測降雨量和地下水位（黑

色箭頭）。其中一些設備提供 24小時遠端線上監測，並利用插入式鑽孔測斜儀定期進行現場

觀測，監測滑坡的發生。 

地滑發生是多種因素（地形、地質、地質結構、地下水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滑坡

防治工程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它們大致可分為抑制措施和抑止措施，這些措施結合起來可提

供有效的對策。 

比由地滑的坡面防治工作仍在進展中，目前是透過設置集水井、水平排水孔和排水隧道

等限制措施來降低地下水位，並安裝深基樁作為限制措施，直接阻止山體滑坡的移動。 

 

圖 15 崩塌監測設備配置圖（資料來源：富士砂防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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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崩塌監測設備位置佈置圖（資料來源：富士砂防事務所） 

 

圖 17 地滑整治的工程示意圖（資料來源：富士砂防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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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地滑整治集水井工程 圖 19 地滑整治集水井工程內部 

  

圖 20 地滑整治深基礎樁工程 圖 21 地滑整治深基礎樁工程內部 

  

圖 22 地滑整治深基礎樁工程施工期間起降設備 圖 23 地滑整治排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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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狩野川放水路 

狩野川水系為日本的一級水系，流域面積 852平方公里，流經六市三町（沼津市、三島

市、裾野市、御殿場市、伊豆之國市、伊豆市、清水町、函南町、長泉町）人口約 64 萬人

（2000年），約佔靜岡縣全縣人口的 17%。其發源於伊豆半島中部的伊豆市天城山地，沿著近

江川等支流向北流，注入田田平原。 

狩野川放水路（疏洪道）是一條長約 3公里的人工水道，將狩野川從狩野川博物館旁的

伊豆之國市古河道引流，從沼津市口野流向江浦灣。沿線有兩個隧道段，是日本境內獨一無

二的溢洪道結構。為防止卡諾河流域的洪泛災害，於 1950 年開始建設，歷時 15 年、耗資

約 300 億日元（以近年美元計算）的巨額興建，於 1966 年竣工。透過打開分流點的閘門，

每秒的流量可達 2,000m 3 /s（相當於四個 25m的游泳池），是防止狩野川氾濫的關鍵。 

「狩野川中部流域暴雨災害對策行動計畫」是靜岡縣、伊豆之國市、函南町與居民共同

推進的綜合防洪措施，主要目的為消除流域的洪水災害，以五年內期程規劃。本行動計畫採

取的措施是減少地面以上洪水造成的損害的緊急措施。 

 

 

 

  



17 
 

  

圖 24狩野川放水路集水區介紹 圖 25狩野川紀念館災害照片陳列 

  

圖 26日台專家學者意見交流 圖 27日台專家學者於狩野川大合照 

  

圖 28狩野川放水路上游閘門 圖 29狩野川放水路下游排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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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柿田川湧水公園 

柿田川公園位於靜岡縣清水町，這裡的泉水來自富士山，根據地下水文地質調查結果顯

示約在 1萬年前，富士山噴發並流出了三島熔岩，熔岩沿著愛鷹山和箱根之間的峽谷順流而

下，來到了柿田川一帶。流淌在多處龜裂且細縫遍佈的熔岩流中的地下水，形成了清水町～

三島市這廣大範圍的湧泉群（詳圖 30）。 

柿田川的湧泉是這個湧泉群中規模最大的一處，只要在公園內就能觀察到湧泉的出水口

「湧泉間」，如果仔細觀察「湧泉間」，就能看見白色的小石頭在湧泉間中舞動。這些白色的

小石頭，是約在 3200年前由皮子平（伊豆市）火山爆發所噴出的浮石。隨著湧出的地下水，

沉積在地面下的浮石也一併被帶上地面。 

 

圖 30、柿田川湧水公園水文地質架構圖（資料來源：伊豆半島地質公園） 

  

圖 31日方專家現場解說 圖 32柿田川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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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極端氣候影響全球甚鉅，透過本次參訪，更深入瞭解台日兩國土砂治理的現況，雙方

就氣候變遷導致複合土砂災害所對應的軟硬體對策、大規模崩塌（深層崩塌）的預

測、防治與預警措施，以及土石流防治與預警的相關技術和策略進行交流，進一步瞭

解兩國土砂治理的現況，作為思考未來土砂災害的防治策略。 

二、在本次參訪可以發現，日本為強化砂防設施的硬體防災能力，在新建治山防砂設施

中，針對過去施作的設施，已呈顯「老朽」進而降低防砂與防災的能力構造物，國土

交通省以訂定相關計畫針對現有調查老朽化的砂防設施進改善、延壽，值得我方後續

進行相關治山防洪計畫時長期規劃的參考。 

三、日本在進行災害復建的規劃，除了傳統之工程措施外，同時也會周全考量非工程手

法，非工程手法則包含了綜合土砂管理、都市地區綜合治水、使用預警系統、使用創

新材料、民眾參與等措施等，由工程與非工程手法聯合運用之整治管理，以發揮最大

效益。另辦理工程時，對於前期調查工作相當重視，常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運用許

多方法及技術，就是要做好調查工作，供後續防治規劃，是值得參考學習的做法。 

四、為能有效提供預警，日本在土砂輸送之控制以及防災監控系統相當完備，透過整合監

測資料之即時傳遞與分析功能，提高預測及防災之效果。且針對崩塌潛勢區的防災工

作，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 NGO共同合作並邀請鄰近社區、學校共同參與防災及

環境復育工作，成效卓越值得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