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  

一、災區基本資料 

災害案件編號 104 年蘇迪勒颱風-新北烏來-006 

災區行政區域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里 

溪流名稱 無(野溪) 

所屬流域 淡水河流域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 參考雨量站 大桶山(01A440) 

受災地點 地標：箱根苑溫泉會館 
GPS

坐標
TWD97 X：305319 Y：2751837 

土石流警戒發布時間 無 

土石流警戒解除時間 無 

災害發生時間 
104 年 8 月 8 日 6 時 00 分 

訊息來源：當地民眾訪談 

現勘日期 104 年 9 月 2 日 

災害類型 洪水、崩塌(沖蝕) 

保全對象 

民宅建物 房舍 1 棟 

公有建物 無 

公共設施 道路(台 9 甲線 及 產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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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區烏來里一處野溪發生洪水，造成
下游箱根苑溫泉會館受損，另因上方產業道路發生崩塌，部分土砂隨
洪水沖入溫泉會館停車場及台 9 甲線，2 部車輛遭掩埋。 

2. 災害規模：土石堆積區長度約 20m，寬度約 20m，堆積高度最深約 4m。
3. 災損統計：房舍 1 處、道路(台 9 甲線)遭掩埋約 20 公尺長、土石流源

頭崩塌區之產業道路路基損壞約 30m 長 

災損
統計 

民宅建物 房舍 1 處 

公共設施 台 9 甲線道路遭掩埋約 20 公尺長、產業道路路基損壞約 30m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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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 

既有工程設施損壞 無 

即時處置情況 
台 9 甲線道路堆積之土石由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清除，產業
道路之路基毀損部分，於調查時尚未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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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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時降雨強度 70mm/h，累積降雨量 321mm，為致災條件之

一。 

地質條件：災害點(溢流點)位於忠治斷層帶上，惟並非洪水發生之主因。 

土地利用：致災野溪之集水區內，人為開發部分主要為產業道路及野溪旁之

步道，無農園或住宅等其他開發情形。 

綜合探討：本次災害主因為降雨強度高，而致災之野溪斷面不大，且下游側

僅依賴箱涵通過台 9甲線，無法負荷強降雨時之流量，故發生溢流。另上方

產業道路發生崩塌，提供土石來源，導致箱涵堵塞，間接加重災害程度。 

二次災害

可能性 

目前野溪下游停車場旁之箱涵堵塞，尚未清淤，未來遭逢大、豪雨時，溪水仍

有可能溢流。此外，產業道路崩塌區尚無單位進行處理，降雨時仍可能因坡面

沖蝕，導致崩塌區規模擴大，成為致災之土砂來源。 

 
八、既有工程設施說明 

既有工程
設施情形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