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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土 石 流 災 後 場 景

颱 風 對 臺 灣 造 成 的 主 要 傷 害



造 成 災 害 的 條 件

新 聞 大 意

賀伯颱風這個典型的西北颱威力真大,在台北三重地區造成了不堪入

目的淹水災情,甚至也造成了全台各地都有災情傳出,根據農委會的

統計,共造成了 51 人死亡、22 人失蹤、463 人受傷、503 間房屋全

倒、880 間房屋半倒、559 公頃農田流失、1266 公頃埋沒，並且有

2157 公頃遭海水倒灌。



賀伯颱風在民國 85 年造成了三重的大淹水,水深的高度深達一層樓

高,甚至更高,而街道也因為大量的雨水來不及排除而淹水,因此必須

靠救生艇來強救,簡直可以用水鄉澤國來形容也不過分,甚至有一家

流浪狗的收容所,因為來不及再短時間之內逃生,而造成全數的狗兒

喪命,當然也間接的也造成了三重地區居民的身家財產安全受到威脅,

如此充滿危機的居處環境,幾乎每次颱風一來到,就成為了居民心驚

膽跳的惡夢,要何時才能解脫呢,才能使三重不再遇颱則淹,是當地居

民最想知道的問題。

台北很明顯是一個盆地地形,因此,要如何避免淹水情況在度發生,是

最緊迫的問題,而答案就是要做好完善的排水設施,而賀伯對三重所

造成的淹水災情,許時雄教授很明顯的指出台北排水設施的問題所在,

也就是防洪防水之水閘門和排水之抽水站設施的搭配不良.運作失調

所造成的後果,但這些卻只是表面上的設計錯誤問題,最根本的原因

卻是因為防洪跟排水系統在政府建造的當時,是由兩個不同的機構單

位所負責(防洪防水之水閘門由台灣省水利局負責、排水之抽水站由

省往都局負責),也就造成了水閘門和排水系統無法相互的連結合作,

因此造成了排水的問題遲遲無法改善,而許時雄教授提出的處理的方

法便是政府在水閘門和排水系統的設施上,做出良好的改善,而由防



洪防潮機構來負責較為適合,才不會在因為決策上的錯誤,間接造成

人民的損失和恐懼,當然水土保持也是政府必須重視的環境問題之

一。

因此,要如何恢復三重居民的生活,是當前最嚴重的問題,補助也許是

一種方法,但也只是一時之計,而如何盡快來改善淹水的原因,讓三重

居民免於淹水之苦,才是首要的任務。

心 得 感 想：

颱風，一直是對我們臺灣造成慘重災情的大自然現象之一，就算

是現在科技如此發達的社會，也是拿大自然沒有辦法的，可是我們人

類卻可以利用智慧來防止或減輕災情的傷害，只是畢竟人再怎麼聰明

也是不可能戰勝過大自然的力量，這點到目前為止一直都是相當的明

顯，颱風或地震等等現象是人類無法去阻止，但是像颱風常造成的土

石流或坍塌等等，卻是可以去預防的，像是最重要的水土保持就是樹

林的存在了，樹木的根莖不但能深深的抓住土地使地盤牢固，其樹葉

更可進行光合作用的產生，降低全球二氧化碳的濃度，減緩溫室效應

的速度，這是對人類存活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是過度的科技、人口的

發展等等，造成人類不斷地對大自然產生無止盡的索求，因此，勢必

會造成大自然無情的反撲，這並不是大自然可怕，很多情況下，都是



人類自取滅亡的結果，可是人類到目前為止的環保意識仍有待加強。

如果想打造地球永續生存的環境，可不是喊喊口號就行了，而是

要從每個人的基本層面做起才行，像是不使用竹筷、不使用塑膠袋、

做起環保回收分類等等，都是現在每個人必須要做的事情，不光是為

了自己也是為了後代的子子孫孫，也是自己展現愛護地球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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