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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雲林縣環境暨災害潛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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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潛勢溪流本縣共

13條
草嶺村8條
樟湖村1條
華山村2條
桂林村2條(新增1條)

警戒值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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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250 k㎡
易淹水面積全國最大

也是情況最嚴重的淹水區



鄰近斷層帶5條
彰化斷層、車籠埔斷層、大尖山斷層、

梅山斷層、觸口斷層



雲林縣毒災運作廠家96家



貳、減災整備



落實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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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滯洪池

(二)排水系統改善

(三)抽水站工程

 縣管河川：1 條

 縣管區排：141條

減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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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滯洪池

雲林縣過去8年800億計畫施作11座滯洪池:宜梧南側滯洪池、宜梧北側滯

洪池、箔子寮滯洪池、馬公厝3座滯洪池、草寮滯洪池、北溪尾滯洪池、

南公館滯洪池、海口滯洪池、海豐支線滯洪池，蓄洪量共計216萬噸。

6年660億計畫預計施作五

座滯洪池:

平和滯洪池工程、湳仔滯

洪池工程、北鎮滯洪池工

程、阿勸滯洪池工程、大

有滯洪池，蓄洪量共計

83.6萬噸。

減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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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系統改善

雲林縣8年800億計畫施作護岸長度77.5KM，工程總經費為60億元，

6年660億計畫施作排水路39.198KM，工程總經費為6.45億元。

減災工程

雲林溪

前

中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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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水站工程

雲林縣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完成68座抽水站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已完成5座抽水站、1座施工中(103~106 
，共4.3億)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預計施作2座抽水站
(1.15億) ：

1. 牛挑灣溪排水系統-謝厝寮抽水站新建工程
2. 新街大排北港滯洪池抽水站新建工程

減災工程

平和抽水站



107年縣管河川及區域排水瓶頸段減災工程

已完成71.505公里



107年雨水下水道系統清疏

長度19.778公里清淤量2,603立方公尺



107年道路側溝清淤

長度107.91公里,重量1,264.86公噸



107年1-4月路樹修剪

縣府約4,000棵，台電44.5萬㎡



107年國家防災日109,883人參與防震演練
占全縣人口比例15.73%



公共設施管線資料管理系統
逐年辦理測繪、建置管線圖資，並將舊有圖資更新，現
已完成斗六、斗南、虎尾、北港、麥寮、西螺、莿桐、
二崙、虎尾高鐵、斗南交流道特定區等鄉鎮市都市計畫
區管線圖資，今(107)年新增褒忠、東勢、水林、四湖、
大埤、箔子寮漁港特定區。



毒化物運作廠場稽查212場次

建置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資料庫



無預警測試11場次



加強登革熱疫情防治



強化整備



本縣及各公所大型移動式抽水機組共176台(16英吋及12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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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及各公所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組共有86台(3英吋到6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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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
目前庫存砂包

數量
目前庫存
太空包數量

二崙 100 0 

口湖 400 4 

土庫 500 0 

大埤 1500 80 

元長 80 4 

斗六 300 20 

斗南 100 0 

水林 500 0 

北港 750 0 

古坑 800 150 

台西 270 40 

四湖 500 50 

西螺 450 0 

東勢 600 0 

林內 664 0 

虎尾 500 0 

崙背 200 0 

麥寮 1000 15 

莿桐 295 0 

褒忠 340 0 

小計 9849 363 

本府另備有6000個砂包



共整備287處避難收容處所

可收容能量為7萬9,640人



簽訂物資開口契約廠商計51家
每半年填報常備物資查核

實物銀行可及時支援災時民生

物資並調度志工協助運送



救災志工共1,342人，民間團體共108單位
將民間團體、志工做任務分工



召開三合一會報核定重大防災策略
107.3.13核定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106年版)



每2月定期召開災害防救辦公室會議
就議題邀集各公所、事業單位討論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通報會勘協調張貼告示列管  拆除



毒化物災害防救會議與法規說明會
橫向單位溝通聯繫、宣導防災事宜



全縣96毒化物運作廠家85家納入聯防編組



防疫物資整理分發



精實訓練



民安4號兵棋推演



民安4號防災演習
天然氣管線氣爆事故災害搶救、毒化災火災搶救演
練、土石流崩塌車輛救援、建築物倒塌搜救、大量
傷病患緊急醫療救護(含直升機後送)、災後環境清
理(國軍兵力協助)



毒化災應變暨緊急醫療救護演練



防汛演習
防汛、社區自主防災演習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動員演練
編管建築師28人 土木技師19人 結構技師 1人



校園防震演練194場次



每季辦理六輕廠區演習
強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演練



各式水域救生演練
溪流、河谷、漁塭池塘



公用氣體管線洩漏演練



輻射偵檢器材演訓
輻射偵檢器校對、防災演習



高鐵車站災害演練
夜間災害搶救聯繫協調



傳染病應變醫院
疫災應變教育訓練



防疫防護衣PPE穿脫訓練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教育訓練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儲設備現場查核



深耕基層



四湖

褒忠

二崙

大埤

水林 口湖

麥寮

東勢

莿桐 古坑

林內

斗南

西螺

崙背

斗六

北港

元長

台西

土庫

虎尾

防災深耕第二期計畫
(三方會議、專項會議、審查機制)

本縣三年度均榮獲『特優』單位



鄉鎮市防災人員講習
鄉鎮市長防災講習、災害期間氣象情資研判、EMIC系統、衛星通訊



參、災中應變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尼莎暨海棠颱風60.5hr

0702豪雨27.5hr

瑪莉亞颱風12.5hr



土石流潛勢區疏散撤離
黃色警戒--預防性疏散撤離
紅色警戒--強制性疏散撤離



淹水潛勢區疏散撤離
二級淹水警戒--預防性疏散撤離
一級淹水警戒--強制性疏散撤離



時雨量達40毫米時加強警戒

積水達30公分時予以封閉



劃定危險警戒區域212處，

警察局執行交通管制及勸導



禽流感防疫
設立檢疫站、禽場消毒



雲林縣防災APP
提供避難資訊及路線規劃



肆、災後復原



災後坡地、渠圳整修搶險工作



災後清潔隊及國軍協助環境整理



伍、創新作為



各鄉鎮市公所防災業務聯合訪評
督考防災業務推動、縱向溝通協調加強相互觀摩



「結合地方特色辦理防災體驗活動-
2018二崙西瓜節暨農特產品行銷活動」



消防局建置手機報案GPS定位輔助系統-
迅速得知報案者正確位置，縮短救援時間



強化社福機構應變機制
縣災害應變中心 2級開設機構主任及院長進駐機構

1級開設機構負責人進駐機構
於達 2級淹水警戒完成疏散撤離準備

1級淹水警戒時執行疏散撤離



長青食堂54處
提供熟食、共食



撤離及遣散專車接送
與民宿業者簽訂開口契約，依保全名冊預先規劃

收容安置場所，並以專車接送，提高民眾收容意願



製作防災教育有聲書
製作地震災害有聲書，並以多種語言及多元管道加強宣導



製作防災教育有聲書
製作颱洪災害有聲書，提供民眾有關颱風資訊更新、即時示警資訊等訊息



更新防災資訊網
增加即時示警資訊訊息及手機APP瀏覽功能



•方向指示性牌誌設置共305處

•大型避難看版牌誌設置共80面

•避難場所標示牌(板)設置共82面

•除中文及英文看板設計外，配合
QRcord型式，增加越南及印尼
語

主要道路與設施
均標註英文，以
利外籍人士閱讀



陸、結語

本縣以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

災為最高原則，採超前部署、預置兵力

及隨時防救的積極作為，並秉持勿恃敵

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工作態度，執

行各項災害防救業務，以保障縣民生命

財產安全。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