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新店區廣興里 

一、災區基本資料 

災害案件編號 104 年蘇迪勒颱風-新北新店-009 

災區行政區域 新北市新店區廣興里 

溪流名稱 野溪(平廣溪支流) 

所屬流域 淡水河流域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500mm 參考雨量站 屈尺(C0A580) 

受災地點 地標：廣興路 138 巷 21 號 
GPS

坐標
TWD97 X:303997 Y:2756108 

土石流警戒發布時間 104 年 8 月 7 日 17:00(發布黃色)  

土石流警戒解除時間 104 年 8 月 8 日 20:00(解除黃色)  

災害發生時間 
104 年 8 月 8 日 5 時 00 分 

訊息來源：受災住戶 

現勘日期 104 年 10 月 30 日 

災害類型 洪水(主要)、土石流(次要) 

保全對象 

民宅建物 1 戶 

公有建物 無 

公共設施 無 

農林用地 無 

歷史災害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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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即時現勘調查 

疏散避難情況 
疏散時間：無 疏散人數：0 人 
原先規劃避難處所：無 本次疏散避難何處：無 
補充說明： 

現況描述紀錄 

1. 現況描述：蘇迪勒颱風期間，新北市新店地區降下超大豪雨，造
成平廣溪水位上漲，淹入溪岸旁民宅內，隨後民宅旁野溪發生土
石流，亦造成該民宅受損。 

2. 災害規模：土石流堆積面積約 300 平方公尺，堆積土方量約 300
立方公尺。 

災 損
統計 

民宅建物 1 戶民宅受損 

公共設施 無 

人命/房舍/道
路毀損統計 

死亡 0 人 失蹤 0 人 受傷 0 人 房屋受損 1 棟 道路毀損 約 0m 

既有工程設施損壞 無 

即時處置情況 
新北市政府現勘時，由副市長指派怪手跨越平廣溪至民宅旁，調整堆
積土石之位置，避免溪水沖入屋內，並指派國軍協助民宅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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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災害發生原因分析與二次災害可能性 

災害發生

原因分析 

降雨條件： 本次災害降雨延時 26 小時，災害發生時有效累積雨量達

369.8mm，為致災因素之一。 

地質條件：本災害區域附近雖有斷層等構造，惟本次土石流之土石料源來自

野溪上游之小範圍崩塌，研判受到地質構造影響之關聯性較低。 

土地利用：本次土石流之土石料源來自野溪上游一處民宅之下邊坡崩塌，且

崩落之材料帶有大量廢棄物，故發生崩塌之原因，可能與廢棄物之堆置方式

有關。 

綜合探討： 

受災民宅之位置相當鄰近野溪與平廣溪之交會處，故原先即有較大之風

險，在土石流發生前，平廣溪上漲之溪水即已淹入室內。本次風災過後，平

廣溪之溪床因有大量土石堆積淤高，目前溪岸旁各民宅之地坪高度僅高於溪

水水位約 1.5m，後續遭遇颱風時，淹水之可能性更為提高。 

另由野溪上方崩塌區旁民宅之地形研判，該民宅開發時應有一定程度之

整地，下邊坡原先可能即為填方區，穩定性不佳，崩塌後演變為土石流之土

石料源。 

二次災害

可能性 

承以上綜合探討所述，廣興路 138 巷所有民宅在未來遭遇颱風時，發生淹水之

可能性仍相當高，另目前野溪上游民宅之下邊坡雖已崩塌，惟後續仍可能有零

星土石及廢棄物沖落，有可能再造成保全對象受損。 

 
八、既有工程設施說明 

既有工程
設施情形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