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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事件概述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為今年第 1 波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影響之劇烈降雨事件，受持續強

勁的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帶來豐沛水氣影響，各地均有觀察到相當顯著的強降雨，尤其迎風面

之南部高雄及屏東地區，為今年首次達到超大豪雨等級之降雨事件。本次事件主要強降雨發

生於 8 月 1 日西南氣流迎風面影響之高雄、屏東地區及 8 月 2 日小尺度低壓與西南氣流輻合

影響之雲林、嘉義地區，短延時降雨量及長延時累積雨量均相當顯著；連續 3 小時最大累積

雨量已達大豪雨降雨等級標準(嘉義縣新港鄉新港雨量站 258.5 毫米、雲林縣北港鎮北港雨量

站 203.5 毫米)，連續 24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已達超大豪雨降雨等級(高雄市桃源區御油山雨量

站 598.0 毫米)，其餘西南部地區累積降雨亦在豪雨至大豪雨等級之間，累積降雨量相當顯著。 

水利署於 7 月 30 日 09 時召開西南氣流及低壓帶防汛整備會議，會中研判西南氣流將影

響臺灣地區長達一週以上時間，帶來致災型劇烈降雨機率高，決議於 7 月 30 日提前開設水利

署三級應變，31 日 13 時提升為經濟部二級應變開設以為因應；31 日南海北部及巴士海峽對

流雲系隨西南氣流持續往臺灣西南部沿海移入並劇烈發展，氣象局於 31 日 17 時 00 分啟動較

大規模劇烈豪雨天氣守視。1 日清晨迎風面的南部地區長延時累積降雨尤其顯著，連續 24 小

時累積雨量已達大豪雨降雨等級，經濟部於 1 日 09 時提升為一級應變開設。劇烈降雨持續至

1 日下午稍趨緩和，氣象局於 15 時 05 分解除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轉發布豪雨特報，並在

17 時 00 分解除較大規模劇烈豪雨天氣守視，經濟部一級應變於 19 時降編為二級應變開設。

3 日清晨降雨情形略趨緩和，3 日 09 時經濟部二級撤除開設，同時成立 0803 豪雨水利署三級

應變開設，3 日晚間降雨情形已顯著趨緩，水利署三級應變於 23 時 00 分撤除開設。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統計自 7 月 30 日 13 時 50 分至 8 月 3 日 23 時 00 分止，最大

總累積雨量發生於高雄市桃源區御油山雨量站降雨達 1020.5 毫米、屏東縣春日鄉大漢山雨量

站達961.0毫米；開設期間合計本署暨所屬共12個單位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計投入2350.17

人時之應變值勤人力，於新北市、臺北市、新竹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

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15 個縣市計發布 93 則

淹水警戒通報；另針對淡水河、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

溪、阿公店溪、高屏溪及東港溪等流域發布 29 則水位警戒通報，其中八掌溪流域(八掌溪橋、

頭前溪橋)、急水溪流域(青葉橋、重溪橋、忠義橋)、曾文溪流域(左鎮)、鹽水溪流域(新灣橋)

及二仁溪(崇德橋、南雄橋)水位超過一級水位警戒，淡水河流域(上龜山橋)、北港溪流域(溪口)、

二仁溪流域(39 號二仁溪橋)、阿公店溪流域(聖森橋)及高屏溪流域(美濃橋、多納大橋)水位超

過二級水位警戒，濁水溪流域(內茅埔)、北港溪流域(土庫大橋、北港(2))、急水溪流域(新營)、

高屏溪流域(高屏大橋)及東港溪流域(潮州)水位超過三級水位警戒。災中調查部份，在臺北市、

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 9 縣市合計發生 449

處積淹水災情，積淹水區域均已於 3 日 14 時 48 分前順利退水；另抽水機調度部份，支援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縣市計 34 台次大型移動式抽水機及上車

待命 8 台次進行抽水及待命作業；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應變概要資訊請參考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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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總雨量測站之逐時雨量組體圖 警戒通報單發布數量歷程圖 

 
 

總累積雨量分布圖 
積淹水地點與水利設施

損壞事件點位圖 

流域水位站超過警戒水位 

之流域示意圖 

 
  

應變組織開設歷程 

 

圖 1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應變概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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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氣象動態 

⚫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天氣警特報歷程 

◼ 07 月 31 日 03 時 30 分，發布大雨特報。 

◼ 07 月 31 日 09 時 00 分，發布豪雨特報。 

◼ 08 月 01 日 02 時 00 分，發布大豪雨特報。 

◼ 08 月 01 日 12 時 25 分，發布超大豪雨特報。 

◼ 08 月 01 日 15 時 05 分，解除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轉發布豪雨特報。 

◼ 08 月 02 日 10 時 05 分，發布大豪雨特報。 

◼ 08 月 02 日 14 時 55 分，解除大豪雨特報轉發布豪雨特報。 

◼ 08 月 03 日 10 時 05 分，解除豪雨特報轉發布大雨特報。 

◼ 08 月 03 日 15 時 05 分，發布豪雨特報。 

◼ 08 日 03 日 22 時 15 分，解除豪雨特報轉發布大雨特報。 

 

110 年 7 月 31 日 08 時低氣壓 998 百帕，在北緯 32 度，東經 144 度，即在日本東方海面，

向北移動，時速 20 公里。臺灣地區自 31 日起受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影響，各地易有短延時強

降雨；臺灣中南部地區有陣雨或雷雨，易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南部地區有局部豪雨等級以上

降雨發生的機率，其他地區及澎湖、金門、馬祖亦有短暫陣雨或雷雨，午後北部地區及其他

山區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臺灣西半部、東南部地區（含蘭嶼、綠島）及澎湖、馬

祖易有 8 至 9 級強陣風(圖 2)。 

臺灣地區 31 日清晨開始受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影響，西南部沿海開始有對流雲系移入及發

展，氣象局於 31 日 03 時 30 分發布大雨特報，31 日清晨南海北部及巴士海峽對流雲系持續

往臺灣西南部沿海移入並劇烈發展(圖 3)，氣象局於 09 時 00 分首先針對臺南市、高雄市及屏

東縣發布豪雨特報、另針對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及澎湖縣發布局部大雨特報，並在 17 時

00 分啟動較大規模劇烈豪雨天氣守視。劇烈對流雲系持續移入中南部地區，使迎風面的南部

地區長延時累積降雨尤其顯著(圖 4)，連續 24 小時累積雨量已接近大豪雨降雨等級(350 毫米

/24 小時)，氣象局於 1 日 02 時 00 分針對高雄市發布大豪雨特報、另針對嘉義縣、臺南市及

屏東縣發布豪雨特報，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臺東縣及澎湖縣發布局

部大雨特報；04 時 40 分再增加大豪雨特報範圍為高雄市及屏東縣、05 時 25 分再增加大豪雨

特報範圍為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長延時累積降雨相當可觀。由於西南氣流持續帶入南

海北部水氣帶影響(圖 5)，1 日中午高雄市連續 24 小時累積雨量已接近超大豪雨降雨等級(500

毫米/24 小時)，12 時 25 分氣象局針對高雄市發布超大豪雨特報，臺南市、屏東縣發布大豪雨

特報，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發布局部豪雨特報，澎湖縣發布局

部大雨特報；劇烈降雨持續至 1 日下午稍趨緩和，氣象局於 15 時 05 分解除超大豪雨、大豪

雨特報轉發布豪雨特報，並於 17 時 00 分解除較大規模劇烈豪雨天氣守視，31 日~1 日主要強

降雨集中在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地區。 

2 日上午由於臺灣上空有小尺度低壓發展，與西南氣流在臺灣中部附近輻合，激發劇烈

對流迅速發展(圖 6)，氣象局於 10 時 05 分針對嘉義縣發布大豪雨特報、另針對臺中市、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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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雲林縣、嘉義市、臺南市及屏東縣發布豪雨特報，苗栗縣、南投縣及臺東縣發布局部大

雨特報；10 時 35 分再增加大豪雨特報範圍為雲林縣及嘉義縣、12 時 40 分再增加大豪雨特報

範圍為雲林縣、嘉義縣及嘉義市，短延時強降雨相當可觀；劇烈降雨持續至 2 日下午稍趨緩

和，氣象局於 14 時 55 分解除大豪雨特報轉發布豪雨特報，2 日主要強降雨集中在臺中市、

雲林縣、嘉義縣及高雄市等地區。 

3 日上午降雨情形持續趨緩，氣象局於 3 日 10 時 05 分解除豪雨特報轉發布大雨特報；3

日下午受午後熱力作用西半部山區開始有劇烈對流發展(圖 7)，氣象局於 3 日 15 時 05 分針對

新竹縣發布豪雨特報、另針對宜蘭縣、基隆市、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發布局部大雨特報，15

時 50 分再增加豪雨特報範圍至宜蘭縣、新竹縣及彰化縣，17 時 10 分再更新豪雨特報範圍為

宜蘭縣、彰化縣及高雄市。降雨情形持續至 3 日晚間顯著趨緩，氣象局於 22 時 15 分解除豪

雨特報轉發布大雨特報，本波西南氣流及低壓帶造成之劇烈強降雨至此稍趨緩和。 

分析本次事件，持續強勁的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帶來豐沛水氣為促使本次劇烈對流發展旺

盛之主要原因。統計氣象局自 31 日 09 時 00 分發布豪雨特報，3 日 10 時 05 分解除豪雨特

報、3 日 15 時 05 分再度發布豪雨特報，22 時 15 分解除豪雨特報，臺灣地區合計 3 日 8 小時

15 分處於豪雨警戒狀態。 

 

 

圖 2  110 年 07 月 31 日 ~  08 月 03 日 08 時 地面天氣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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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0 年 07 月 31 日 05 時、07 時、09 時 雷達回波及衞星雲圖 

 

 

圖 4  110 年 07 月 31 日 12 時、18 時、24 時 雷達回波及衞星雲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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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0 年 08 月 01 日 04 時、08 時、12 時 雷達回波及衞星雲圖 

 

 

圖 6  110 年 08 月 02 日 08 時、10 時、12 時 雷達回波及衞星雲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7 

 

 

圖 7  110 年 08 月 03 日 13 時、15 時、17 時 雷達回波及衞星雲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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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情資訊 

一、雨量 

1.降雨特徵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為今年第 1 波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影響之劇烈降雨事件，受持續強

勁的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帶來豐沛水氣影響，各地均有觀察到相當顯著的強降雨，尤其迎風面

之高雄及屏東地區，為今年首次達到超大豪雨等級之降雨事件；30 日西南風逐漸增強，最大

日累積雨量為屏東縣潮州鎮泗林雨量站達 119.0 毫米(圖 8)；31 日西南氣流及低壓帶開始影

響，主要降雨集中在高雄市及屏東縣等地區，最大日累積雨量為高雄市路竹區路竹雨量站達

243.0 毫米(圖 9)；8 月 1 日為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影響最顯著的一天，最大日累積雨量為高雄

市桃源區御油山雨量站達 533.5 毫米(圖 10)，降雨情形已達超大豪雨等級標準；2 日受臺灣上

空小尺度低壓與西南氣流輻合效應，降雨區域轉往中部發展，最大日累積雨量為嘉義縣新港

鄉新港雨量站達 309.5 毫米(圖 11)；3 日降雨情形再趨緩和，最大日累積雨量為高雄市茂林區

林試扇平站雨量站達 148.5 毫米(圖 12)。 

應變期間(7 月 30 日 13 時 50 分至 8 月 3 日 23 時 00 分)最大總累積雨量發生於高雄市桃

源區御油山雨量站降雨達 1020.5 毫米、其他縣市最大總累積雨量發生於屏東縣春日鄉大漢山

雨量站達 961.0 毫米。最大短時降雨發生於嘉義新港鄉新港雨量站，降雨量達 120.0 毫米(2 日

09 時至 10 時)、其他縣市最大短時降雨發生於臺北市士林區竹子湖雨量站達 105.0 毫米(31 日

13 時至 14 時)、雲林縣北港鎮北港雨量站達 102.5 毫米(2 日 09 時至 10 時)、屏東縣來義鄉新

來義雨量站達 98.0 毫米(1 日 04 時至 05 時)、高雄市茄萣區茄萣雨量站達 87.0 毫米(31 日 08

時至 09 時)，短時降雨量均相當顯著；連續 3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發生於嘉義新港鄉新港雨量

站之 258.5 毫米(2 日 08 時至 11 時)、雲林縣北港鎮北港雨量站之 203.5 毫米(2 日 08 時至 11

時)，連續 3 小時累積降雨已達大豪雨等級標準(200 毫米以上/3 小時)；連續 24 小時、48 小時

及 72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均發生於高雄市桃源區御油山雨量站，連續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598.0

毫米(31 日 20 時至 01 日 20 時)、連續 48 小時累積雨量達 818.5 毫米(31 日 07 時至 02 日 07

時)、連續 72 小時累積雨量達 894.0 毫米(30 日 21 時至 02 日 21 時)，連續 24 小時累積雨量已

達超大豪雨降雨等級標準(500 毫米以上/24 小時)，降雨情形相當顯著。應變期間全臺總雨量

分布如圖 13 所示，應變期間最大總雨量測站如表 1 所示，最大時雨量測站如表 2 所示，連續

3 小時、24 小時、48 小時及 72 小時最大累積降雨測站如表 3 至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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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10 年 07 月 30 日 日累積雨量及前 10 大累積雨量圖 

 

  

圖 9  110 年 07 月 31 日 日累積雨量及前 10 大累積雨量圖 

 

  

圖 10  110 年 08 月 01 日 日累積雨量及前 10 大累積雨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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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10 年 08 月 02 日 日累積雨量及前 10 大累積雨量圖 

 

  

圖 12  110 年 08 月 03 日 日累積雨量及前 10 大累積雨量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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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期間全臺總雨量分布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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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最大總累積雨量紀錄 

排序 站名 流域 位置 雨量(mm) 

1 御油山 高屏溪 高雄市桃源區 1020.5 

2 林試扇平站 高屏溪 高雄市茂林區 1011.0 

3 大漢山 南屏東 屏東縣春日鄉 961.0 

4 多納林道 高屏溪 高雄市茂林區 870.5 

5 六龜(4) 高屏溪 高雄市六龜區 867.0 

6 新發國小 高屏溪 高雄市六龜區 858.0 

7 六龜 高屏溪 高雄市六龜區 851.0 

8 林試六龜中 高屏溪 高雄市六龜區 848.0 

9 寶山 高屏溪 高雄市桃源區 845.0 

10 多納(1) 高屏溪 高雄市茂林區 816.0 

11 新瑪家 高屏溪 屏東縣瑪家鄉 807.0 

12 六龜 高屏溪 高雄市六龜區 802.5 

13 尾寮山 高屏溪 屏東縣三地門鄉 795.5 

14 妙崇寺 高屏溪 高雄市六龜區 792.5 

15 月眉 高屏溪 高雄市杉林區 758.5 

註：統計時間為 110/07/30 13:50 ~ 110/08/03 23:00 

 

表 2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最大時雨量紀錄 

排序 站名 位置 雨量(mm) 降雨時間 

1 新港 嘉義縣新港鄉 120.0 8/02 09:00 ~ 8/02 10:00 

2 竹子湖 臺北市士林區 105.0 7/31 13:00 ~ 7/31 14:00 

3 北港 雲林縣北港鎮 102.5 8/02 09:00 ~ 8/02 10:00 

4 新來義 屏東縣來義鄉 98.0 8/01 04:00 ~ 8/01 05:00 

5 大漢山 屏東縣春日鄉 97.0 8/01 07:00 ~ 8/01 08:00 

6 茄萣 高雄市茄萣區 87.0 7/31 08:00 ~ 7/31 09:00 

7 國一N039K 新北市泰山區 86.0 7/30 13:00 ~ 7/30 14:00 

8 來義 屏東縣來義鄉 85.5 8/01 05:00 ~ 8/01 06:00 

9 月眉山 花蓮縣壽豐鄉 85.0 7/31 15:00 ~ 7/31 16:00 

10 竹崎 嘉義縣竹崎鄉 83.0 8/01 03:00 ~ 8/01 04:00 

11 王爺宮 臺南市六甲區 83.0 8/02 12:00 ~ 8/02 13:00 

12 林口 新北市林口區 80.5 7/30 13:00 ~ 7/30 14:00 

13 善化 臺南市善化區 79.0 8/01 04:00 ~ 8/01 05:00 

14 舊泰武 屏東縣泰武鄉 78.5 8/01 04:00 ~ 8/01 05:00 

15 永安 高雄市永安區 78.0 7/31 08:00 ~ 7/31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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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連續 3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紀錄 

排序 站名 位置 雨量(mm) 降雨時間 

1 新港 嘉義縣新港鄉 258.5 8/02 08:00 ~ 8/02 11:00 

2 北港 雲林縣北港鎮 203.5 8/02 08:00 ~ 8/02 11:00 

3 士文 屏東縣春日鄉 194.0 8/01 05:00 ~ 8/01 08:00 

4 大漢山 屏東縣春日鄉 191.0 8/01 05:00 ~ 8/01 08:00 

5 嘉義市東 嘉義市東區 181.5 8/02 10:00 ~ 8/02 13:00 

6 新來義 屏東縣來義鄉 181.0 8/01 03:00 ~ 8/01 06:00 

7 來義 屏東縣來義鄉 174.5 8/01 04:00 ~ 8/01 07:00 

8 佳冬 屏東縣佳冬鄉 172.0 8/01 05:00 ~ 8/01 08:00 

9 國一 S262K 嘉義縣民雄鄉 170.0 8/02 08:00 ~ 8/02 11:00 

10 琉球嶼 屏東縣琉球鄉 168.0 8/01 06:00 ~ 8/01 09:00 

11 舊泰武 屏東縣泰武鄉 167.5 8/01 03:00 ~ 8/01 06:00 

12 水林 雲林縣水林鄉 166.0 8/02 08:00 ~ 8/02 11:00 

13 國一 N268K 嘉義縣水上鄉 165.5 8/02 09:00 ~ 8/02 12:00 

14 水上 嘉義縣水上鄉 161.0 8/02 10:00 ~ 8/02 13:00 

15 林試扇平站 高雄市茂林區 159.5 8/01 11:00 ~ 8/01 14:00 

 

 

表 4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連續 24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紀錄 

排序 站名 位置 雨量(mm) 降雨時間 

1 御油山 高雄市桃源區 598.0 7/31 20:00 ~ 8/01 20:00 

2 林試扇平站 高雄市茂林區 591.5 7/31 20:00 ~ 8/01 20:00 

3 新發國小 高雄市六龜區 537.5 7/31 20:00 ~ 8/01 20:00 

4 林試六龜中 高雄市六龜區 535.0 7/31 19:00 ~ 8/01 19:00 

5 六龜(4) 高雄市六龜區 531.0 7/31 19:00 ~ 8/01 19:00 

6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 522.0 7/31 19:00 ~ 8/01 19:00 

7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 511.0 7/31 17:00 ~ 8/01 17:00 

8 寶山 高雄市桃源區 481.0 7/31 20:00 ~ 8/01 20:00 

9 月眉 高雄市杉林區 472.5 7/31 14:00 ~ 8/01 14:00 

10 大漢山 屏東縣春日鄉 457.5 7/31 12:00 ~ 8/01 12:00 

11 妙崇寺 高雄市六龜區 455.5 7/31 20:00 ~ 8/01 20:00 

12 多納林道 高雄市茂林區 453.0 7/31 21:00 ~ 8/01 21:00 

13 溝坪 高雄市內門區 450.0 7/31 19:00 ~ 8/01 19:00 

14 新發 高雄市六龜區 437.5 7/31 19:00 ~ 8/01 19:00 

15 甲仙 高雄市甲仙區 436.0 7/31 19:00 ~ 8/01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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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連續 48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紀錄 

排序 站名 位置 雨量(mm) 降雨時間 

1 御油山 高雄市桃源區 818.5 7/31 07:00 ~ 8/02 07:00 

2 林試扇平站 高雄市茂林區 790.5 7/31 08:00 ~ 8/02 08:00 

3 新發國小 高雄市六龜區 712.0 7/31 08:00 ~ 8/02 08:00 

4 林試六龜中 高雄市六龜區 702.5 7/31 06:00 ~ 8/02 06:00 

5 六龜(4) 高雄市六龜區 702.0 7/31 07:00 ~ 8/02 07:00 

5 大漢山 屏東縣春日鄉 702.0 7/31 13:00 ~ 8/02 13:00 

7 寶山 高雄市桃源區 695.0 7/31 09:00 ~ 8/02 09:00 

8 多納林道 高雄市茂林區 692.5 7/31 08:00 ~ 8/02 08:00 

9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 690.0 7/31 07:00 ~ 8/02 07:00 

10 多納(1) 高雄市茂林區 664.0 7/31 08:00 ~ 8/02 08:00 

11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 644.5 7/31 07:00 ~ 8/02 07:00 

12 尾寮山 屏東縣三地門鄉 631.0 7/31 08:00 ~ 8/02 08:00 

13 妙崇寺 高雄市六龜區 621.5 7/31 10:00 ~ 8/02 10:00 

14 月眉 高雄市杉林區 613.0 7/31 05:00 ~ 8/02 05:00 

15 新發 高雄市六龜區 600.5 7/31 07:00 ~ 8/02 07:00 

 

 

表 6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連續 72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紀錄 

排序 站名 位置 雨量(mm) 降雨時間 

1 御油山 高雄市桃源區 894.0 7/30 21:00 ~ 8/02 21:00 

2 林試扇平站 高雄市茂林區 862.5 7/30 17:00 ~ 8/02 17:00 

3 大漢山 屏東縣春日鄉 833.5 7/30 19:00 ~ 8/02 19:00 

4 新發國小 高雄市六龜區 780.5 7/30 18:00 ~ 8/02 18:00 

5 多納林道 高雄市茂林區 775.0 7/30 19:00 ~ 8/02 19:00 

6 寶山 高雄市桃源區 769.0 7/30 22:00 ~ 8/02 22:00 

7 六龜(4) 高雄市六龜區 762.0 7/30 17:00 ~ 8/02 17:00 

8 林試六龜中 高雄市六龜區 756.5 7/30 17:00 ~ 8/02 17:00 

9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 749.0 7/30 17:00 ~ 8/02 17:00 

10 尾寮山 屏東縣三地門鄉 727.5 7/30 10:00 ~ 8/02 10:00 

11 多納(1) 高雄市茂林區 720.0 7/30 23:00 ~ 8/02 23:00 

12 新瑪家 屏東縣瑪家鄉 717.0 7/31 05:00 ~ 8/03 05:00 

13 舊泰武 屏東縣泰武鄉 696.0 7/31 07:00 ~ 8/03 07:00 

13 六龜 高雄市六龜區 696.0 7/31 07:00 ~ 8/03 07:00 

15 妙崇寺 高雄市六龜區 683.0 7/30 17:00 ~ 8/02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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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雨量組體圖 

應變期間最大總雨量測站為高雄市桃源區御油山雨量站，其雨量組體圖如圖 14 所示。另

於新北市、臺北市、新竹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15 個縣市計發布 93 則淹水警戒通報，各縣市

曾發布淹水警戒通報雨量站之雨量組體圖如圖 15 所示。 

 

 

圖 14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最大總累積雨量站雨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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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曾發布淹水警戒通報雨量站之雨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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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位 

應變期間連續 24 小時最大累積降雨前 5 名測站分別為高雄市桃源區御油山、茂林區林試

扇平站、六龜區新發國小、林試六龜中及六龜(4)等測站(以上均為高屏溪流域，屬東港潮位站

之水位資料)；相關實測水位歷程如圖 16。 

 

 

 

圖 16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連續 24 小時最大累積雨量流域下游潮位歷程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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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川水位資訊 

應變期間針對淡水河、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阿

公店溪、高屏溪及東港溪等流域發布 29 則水位警戒通報，其中八掌溪流域(八掌溪橋、頭前

溪橋)、急水溪流域(青葉橋、重溪橋、忠義橋)、曾文溪流域(左鎮)、鹽水溪流域(新灣橋)及二

仁溪(崇德橋、南雄橋)水位超過一級水位警戒，淡水河流域(上龜山橋)、北港溪流域(溪口)、

二仁溪流域(39 號二仁溪橋)、阿公店溪流域(聖森橋)及高屏溪流域(美濃橋、多納大橋)水位超

過二級水位警戒，濁水溪流域(內茅埔)、北港溪流域(土庫大橋、北港(2))、急水溪流域(新營)、

高屏溪流域(高屏大橋)及東港溪流域(潮州)水位超過三級水位警戒；豪雨應變期間水位警戒歷

線圖如圖 17 所示(部份水位站水位資料有缺漏)，應變期間超過警戒水位之流域如圖 18 所示。 

 

  

  

  

  



 

27 

  

  

  

  

  



 

28 

  

 

 

圖 17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曾發布水位警戒水位站之水位歷程圖 

 

 

圖 18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曾達警戒水位之流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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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應變小組作業情形 

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開設情形 

0731 豪雨水利署應變小組開設歷程： 

⚫ 水利署提前三級開設：110 年 07 月 30 日 13 時 50 分 

⚫ 水利署三級開設：110 年 07 月 30 日 22 時 00 分 

⚫ 經濟部二級開設：110 年 07 月 31 日 13 時 00 分 

⚫ 經濟部提升為一級開設：110 年 08 月 01 日 09 時 00 分 

⚫ 經濟部降編為二級開設：110 年 08 月 01 日 19 時 00 分 

⚫ 經濟部二級開設撒除：110 年 08 月 03 日 09 時 00 分 

 

0803 豪雨水利署應變小組開設歷程： 

⚫ 水利署三級開設：110 年 08 月 03 日 09 時 00 分 

⚫ 水利署三級開設撤除：110 年 08 月 03 日 23 時 00 分 

 

本次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為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因應今年第一波西南氣流及低壓

帶影響，提前於 7 月 30 日下午預佈開設以守視致災型天氣之事件。 

水利署於 7 月 30 日 09 時召開西南氣流及低壓帶防汛整備會議，會中研判西南氣流將影

響臺灣地區長達一週以上時間，帶來致災型劇烈降雨機率高，決議於 7 月 30 日提前開設水利

署三級應變，31 日 13 時提升為經濟部二級應變開設以為因應；31 日南海北部及巴士海峽對

流雲系隨西南氣流持續往臺灣西南部沿海移入並劇烈發展，氣象局於 31 日 17 時 00 分啟動較

大規模劇烈豪雨天氣守視。1 日清晨迎風面的南部地區長延時累積降雨尤其顯著，連續 24 小

時累積雨量已達大豪雨降雨等級，經濟部於 1 日 09 時提升為一級應變開設。劇烈降雨持續至

1 日下午稍趨緩和，氣象局於 15 時 05 分解除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轉發布豪雨特報，並在

17 時 00 分解除較大規模劇烈豪雨天氣守視，經濟部一級應變於 19 時降編為二級應變開設。

3 日清晨降雨情形略趨緩和，3 日 09 時經濟部二級撤除開設，同時成立 0803 豪雨水利署三級

應變開設，3 日晚間降雨情形已顯著趨緩，水利署三級應變於 23 時 00 分撤除開設。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統計自 7 月 30 日 13 時 50 分至 8 月 3 日 23 時 00 分止，開設期間

合計本署暨所屬共 12 個單位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計投入 2350.17 人時之應變值勤人力，

詳細開設狀態及值班人力出勤情形如圖 19 及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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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組織開設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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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緊急應變小組開設狀態及值班人力情形 

單位名稱 時間 開設狀態 值班人力 

經濟部水利署 

07/30 13:50 提前三級開設 5 人 x 8.167 時 

07/30 22:00 水利署三級開設 7 人 x 15 時 

07/31 13:00 經濟部二級開設 10 人 x 20 時 

08/01 09:00 經濟部一級開設 13 人 x 10 時 

08/01 19:00 經濟部二級開設 10 人 x 38 時 

08/03 09:00 

經濟部二級開設 

解編轉為水利署三級

開設(0803 豪雨) 

7 人 x 14 時 

08/03 23:00 撤除 － 

第一河川局 

07/31 16:00 三級開設 2 人 x 4 時 

07/31 20:00 撤除  

08/03 16:00 三級開設 2 人 x 6.5 時 

08/03 22:30 撤除  

第三河川局 
08/02 09:30 三級開設 1 人 x 27 時 

08/03 12:30 撤除 － 

第四河川局 
08/02 08:30 三級開設 1 人 x 8.5 時 

08/02 17:00 撤除 － 

第五河川局 

07/31 21:00 三級開設 4 人 x 16 時 

08/01 13:00 二級開設 6 人 x 8 時 

08/01 21:00 三級開設 4 人 x 13.5 時 

08/02 10:30 二級開設 6 人 x 26.5 時 

08/03 13:00 三級開設 4 人 x 6 時 

08/03 19:00 撤除 － 

第六河川局 

07/31 09:00 三級開設 2 人 x 1 時 

07/31 10:00 二級開設 6 人 x 70.5 時 

08/03 08:30 三級開設 2 人 x 0.5 時 

08/03 09:00 撤除 － 

第七河川局 

07/31 09:50 三級開設 2 人 x 10.167 時 

07/31 20:00 二級開設 4 人 x 48.5 時 

08/02 20:30 三級開設 2 人 x 12.5 時 

08/03 09:00 撤除 － 

第八河川局 
08/01 09:00 三級開設 3 人 x 10 時 

08/01 19:00 撤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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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時間 開設狀態 值班人力 

第九河川局 
07/31 15:30 三級開設 1 人 x 5 時 

07/31 20:30 撤除 － 

第十河川局 
07/31 13:30 三級開設 1 人 x 6.5 時 

07/31 20:00 撤除 － 

南區水資源局 

07/31 17:00 三級開設 4 人 x 30 時 

08/01 23:00 撤除  

08/02 17:00 三級開設 3 人 x 25 時 

08/03 18:00 撤除 － 

台北水源局 
07/31 14:10 三級開設 1 人 x 6 時 

07/31 20:10 撤除 － 

總計 2350.17 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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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報單發布情形 

應變期間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新北市、臺北市、新竹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

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15 個

縣市計發布 93 則淹水警戒通報；另針對淡水河、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

鹽水溪、二仁溪、阿公店溪、高屏溪及東港溪等流域發布 29 則水位警戒通報，其中八掌溪流

域(八掌溪橋、頭前溪橋)、急水溪流域(青葉橋、重溪橋、忠義橋)、曾文溪流域(左鎮)、鹽水

溪流域(新灣橋)及二仁溪(崇德橋、南雄橋)水位超過一級水位警戒，淡水河流域(上龜山橋)、

北港溪流域(溪口)、二仁溪流域(39 號二仁溪橋)、阿公店溪流域(聖森橋)及高屏溪流域(美濃

橋、多納大橋)水位超過二級水位警戒，濁水溪流域(內茅埔)、北港溪流域(土庫大橋、北港(2))、

急水溪流域(新營)、高屏溪流域(高屏大橋)及東港溪流域(潮州)水位超過三級水位警戒，通報

單發布歷程如圖 20 所示，各通報單詳見附錄 1。 

 

 

圖 20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警戒通報單發布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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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水機調度 

在此次事件中，應變小組支援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縣

市計 34 台次大型移動式抽水機及上車待命 8 台次進行抽水及待命作業，相關支援情形如表 8

所示。 

 

表 8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水利署大型抽水機待命支援情形表 

支援縣市 

(已預布) 
鄉鎮市區 地點 

水利署 

機組編號 
機組數量 縣市總計 備註 

彰化縣 芬園鄉 竹林村 三河-06 1 1 支援 

雲林縣 
北港鎮 北港滯洪池 

五河-292 

10 
11 支援 

五河-294 

五河-299 

五河-300 

五河-304 

五河-307 

五河-308 

五河-310 

五河-317 

五河-322 

口湖鄉 雲 136-2 鄉道 五河-293 1 

嘉義縣 

新港鄉 

六腳大排旁 

溪北村 166 線 

與嘉 61 

五河-296 1 

10 支援 

五河-306 1 

南港水仙宮 五河-295 1 

朴子市 竹圍抽水站 五河-303 1 

東石鄉 洲仔村排水 五河-301 1 

布袋鎮 

菜舖里溪墘大排 五河-298 1 

貴舍里中洲排水滯洪池 
五河-305 

2 
五河-311 

岑海里海風長堤 五河-342 1 

龍江里抽水站 五河-302 1 

高雄市 

彌陀區 
左岸 5 號 

移動式抽水機機房 

六河-06 
2 

7 支援 

六河-09 

岡山區 
嘉峰橋 

六河-07 
2 

六河-08 

嘉興路 六河-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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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縣市 

(已預布) 
鄉鎮市區 地點 

水利署 

機組編號 
機組數量 縣市總計 備註 

田寮區 月世界 

移動式抽水機平台 

六河-10 2 

  六河-11    

屏東縣 

林邊鄉 

林邊鄉公所 

(水利社區、田厝、成

功路) 

七河-105 

3 

5 支援 

七河-107 

七河-112 

枋寮鄉 

枋寮鄉公所 

(義民路與中山路口、

大庄路 135 號) 

七河-115 

2 
七河-116 

小計 34  

嘉義縣 六腳鄉 更寮查扣場 

五河-297 1 

4 上車待命 
五河-309 1 

五河-343 1 

五河-344 1 

臺南市 安定區 抽水機倉庫 
六河-12 1 

2 上車待命 
六河-13 1 

屏東縣 九如鄉 九如查扣場 
七河-109 1 

2 上車待命 
七河-111 1 

小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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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災情 

一、積淹水事件 

在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之災中調查，在臺北市、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 9 縣市合計發生 449 處積淹水災情(表 9)，積淹水區域均

已於 3 日 14 時 48 分前順利退水，災情發生位置如圖 21 所示。(災情詳細資訊列載於水利署

災害緊急應變系統) 

 

表 9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淹水縣市及災害統計表 

縣市別 淹水鄉鎮 合計災害數 備註 

臺北市 2 8 

0731 豪雨 

臺中市 7 17 

彰化縣 8 16 

雲林縣 14 62 

嘉義縣 13 41 

嘉義市 2 12 

臺南市 27 168 

高雄市 20 69 

屏東縣 12 50  

彰化縣 3 5 
0803 豪雨 

屏東縣 1 1 

合計 109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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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10 年 0731 暨 0803 豪雨應變期間積淹水地點與水利設施損壞事件點位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資料擷取時間：110/08/07 

 

 

二、水利設施損壞事件 

本次事件中無水利相關設施受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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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0731 暨 0803 豪雨事件為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因應今年第一波西南氣流及低壓帶影

響，提前於 7 月 30 日下午預佈開設以守視致災型天氣之事件。本次事件主要強降雨發生於 8

月 1 日西南氣流迎風面影響之高雄、屏東地區及 8 月 2 日小尺度低壓與西南氣流輻合影響之

雲林、嘉義地區，短延時降雨量及長延時累積雨量均相當顯著。 

應變開設期間本署暨所屬共 12 個單位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計投入 2350.17 人時之應

變值勤人力，於新北市、臺北市、新竹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15 個縣市計發布 93 則淹水警戒通報，

另針對淡水河、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阿公店溪、高

屏溪及東港溪等流域發布 29 則水位警戒通報。災中調查部份，在臺北市、臺中市、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 9 縣市合計發生 449 處積淹水災情，

積淹水區域均已於 3 日 14 時 48 分前順利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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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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