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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島有三分之二的面積是屬於高聳綿亙的山脈、陡峭的

地形、年輕且脆弱的地質構造，並處於活躍的地震帶上。台

灣地區年平均降雨量約為2500mm，其中80%的降雨量是落

在5月到10月的多雨季節，尤其是颱風期間。在台灣地區，

颱風及豪雨已是觸發土石流發生的最主要因素。民國88年發

生芮氏規模7.3的921地震，造成中部災區的土石流災害顯著

加重，而98年莫拉克風災更造成全台27條土石流重大災害事

件。一般而言，土石流可由泥砂與礫石含量來分類，即泥流

型、一般型及礫石型土石流。

Brookfield公司所製之DV-Ⅲ水

平旋轉式流變計，可使用不同型

式之探針量測土石流漿體之流變

特性，其中RV6之圓盤探針可用

來量測含礫石之土石流體的流變

參數，流變計之最大轉速為

250rpm、量測力矩為7000 dyne-

cm及黏度為40×106centipoises。

而量測過程之力矩和黏度，可從

資料獲取系統中自動取得。另有

自製之毛細管式流變計，用以量

測細泥漿流之流變參數。

貳、土石流警戒基準值檢討與更新

本研究室每年持續針對土石流警戒基準值進行更新與檢討，

其中亦考量新增降雨、土石流及地震等影響事件，並同時辦理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公開說明會，以提昇地方防災單位對於土石

流降雨警戒值的瞭解，以助於推動土石流防治之工作。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暨海洋工程學系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鄉鎮數與級距分佈

99年警戒基準值範圍

200 mm - 600mm

9個級距

98年警戒基準值範圍

250 mm - 600mm

8個級距

舉辦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公開說明會

說明會歷年現場情況公開說明會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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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平旋轉式與毛管式流變計

Rotational rheometer with 

RV6 disc spindle

壹、台灣地區土石流概況

98年莫拉克風災後土石流及崩塌重大事件

肆、水力旋流漏斗排砂器

伍、斜坡矩形束縮渠道

導板末端容易產生紊流使得細顆
粒往上捲起降低排砂效率

當水流中的含砂量超過渠道水流的輸砂能力時，若缺乏適當

方法將泥砂排除，將造成渠道的輸水能力降低、水庫泥沙淤積

及水處理方面的問題。本研究室亦針對水力旋流漏斗排砂器裝

置進行研究，因此當含砂水流經由入流渠道沿漏斗圓周邊壁切

向進入漏斗室做圓周運動，因受到邊界及懸板的約束產生強度

較高之渦流，並利用離心力與重力之交互作用，將泥砂顆粒由

漏斗底部之排砂底孔排出，含砂濃度較小之水流則由漏斗室頂

部溢流至出流渠道流入導水路。其中水力旋流漏斗排砂器可區

分為一般(低桶式)旋流漏斗排砂器及高桶式旋流漏斗排砂器。

一般(低桶式)旋流漏斗排砂器 高桶式旋流漏斗排砂器

許多水工結構物因受地

形高程及斷面大小變化等

因素影響，所以斜坡矩形

束縮渠道則常被用於銜接

此兩斷面間之構造物，使

得水流能順利於兩渠道間

流通(例如：員山子分洪工

程之束縮段)。然而斜坡矩

形束縮渠道內之水流，因

受斜坡重力加速度及束縮

渠岸反作用力之影響，內

部之流況甚為複雜。本研

究室亦利用水工模型試驗

及二維與三維數值模擬方

式，瞭解其內部的水流流

況及水理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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