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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廣島土砂災害紀要 

 

摘要 

2014 年 8 月 20 日日本廣島市因為鋒面通過，於凌晨降下暴雨，

其歷程僅約 2.5 小時，累積降雨量達 235mm，該降雨事件造成廣島市

內的安佐南區及安佐北區發生多起崩塌及土石流災害。由於崩塌及土

石流皆發生於人口稠密之處，共造成數十棟房屋沖毀、總計 74 人死

亡，是近年死傷最為嚴重的土砂災害之一。因此本報告彙集文獻以及

現地訪查資料，歸納出此次災害之主要災因為極端強降雨、風化地質

組成、應變作業不及、以及山坡地高度開發等因素。 

一、災害概述 

日本廣島地區在 8 月 20 日凌晨降下豪大雨，造成廣島市內多處

山坡地發生土石流、土石崩塌與山洪暴發，尤其以廣島市安佐南區及

安佐北區之災害發生密度最高。由於多處土石流及崩塌發生在緊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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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稠密之山坡地地區，造成許多房舍沖毀以及大量傷亡事件。截至 9

月 26 日之內閣府災害處置報、以及廣島縣災害對策本部資料顯示：

全市死亡人數 74 人、44 人輕重傷(表 1)。其中，安佐南區的八木三

丁目處，因其集合住宅分布於土石流之河口扇狀地，半數住宅被土石

沖毀或破壞，共 52 人傷亡於此。圖 1 是廣島市本次土砂災害的分布

圖，圖中紅點為土石流事件共 107 溪流，藍點為坡地崩塌災點共 59

處（廣島市砂防部，統計至 9 月 25 日）。圖 2 為廣島市八木地區縣營

住宅後方土石流空照圖，土石流源頭到堆積部約 750 公尺，並依據日

本土木學會災害調查報告，土石流集水區共 23 公畝上游源頭(圖 3)，

除了一條主流外，還有二條支流形成；本次土石流共有三波堆積，其

堆積情況如圖 4 所示。 

表 1.日本廣島市 2014 年 8 月土砂災害統計 

資料來源:廣島縣災害對策本部 

災害項目 災害統計 

死亡(人) 74 

受傷(人) 44 

房屋損毀(棟) 503 

房屋浸水(棟) 4,246 

道路橋梁損毀(座)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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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廣島市土砂災害分布圖 

資料來源:廣島市政府 

 

圖 2.廣島市八木地區縣營住宅土石流空照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NCDR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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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廣島市八木地區縣營住宅土石流上游狀況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學會，2014 

 

圖 4. 廣島市八木地區縣營住宅土石流下堆積狀況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學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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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特性 

(一)廣島市概況 

廣島縣位於日本本州島西南側，地理上屬於中國地區1。而廣島

市位屬廣島縣西南方，南面與瀨戶內海相鄰，出海口是為廣島灣(圖

5)。廣島市為太田川下游的沖積帄原範圍，主流太田川在可部北區匯

流後順流而下，在廣島市中心形成沖積帄原並於廣島灣出海，因此市

中心區至可部地區皆為帄原區，面積約占全市之 20%，且支流甚多；

廣島市西部及東北部之地形則以山丘為主，總面積約占全市之 80%，

在市中心周圍的丘陵地高程多在 300-500 公尺左右，而向外至外圍則

高程約在 1000 公尺左右。由於市中心為沖積帄原，在颱風豪雨易發

生洪水氾濫；而山丘地區因其地質主要為第三紀花崗岩組成，風化作

用嚴重，颱風豪雨等極端降雨發生時易發生崩塌、土石流災害。其市

區內目前劃定的崩塌、土石流、地滑等土砂災害危險處所約有 3.2 萬

處，是全日本土砂災害危險區域最多的地方。 

依據日本氣象廳資料顯示(圖 6)，六月和七月為主要降雨月份，

月降雨量約 250mm 左右，年降雨約 1,500mm。 

2014 年廣島市人口為 118 萬人(台北市人口約 270 萬人)，廣島市

人口密度 1,310 人/帄方公里。 

 

                                           
1中國地區是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山陽道、山陰道兩個地區的合稱，包含鳥取縣、島根縣、岡山

縣、廣島縣、山口縣等 5 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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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廣島縣位置與廣島市行政區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 6.廣島市月降雨統計圖 

資料來源:日本氣象廳，NCDR 繪製 

(二)主要受災嚴重之安佐南區和安佐北區概況 

此次災區位於廣島縣廣島市安佐南區及安佐北區。其中安佐南區

內主要受災區域為八木地區和綠井地區；而安佐北區的主要受災區域

為可部地區 (圖 7)，安佐南區面積約 117 km
2，是廣島市第三大區域，

但是人口卻是最多的，廣島市區唯一人口超過 24 萬人的區域，區內

主要地形為山地(如武田山與阿武山等高度皆在 400-500 公尺左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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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扇狀地和太田川與古川所形成的氾濫帄原(圖 8)，土地利用型態如

圖 9 所示，以 JR( Japan Railways, JR)可部線為分界，西北為山丘地形，

除了山林外，山坡至帄原交界斜坡區為住宅用地與旱地混和，JR 地

鐵東南部分地勢帄緩，主要以商務設施用地為主。安佐北區面積是廣

島市中最大的，約有 353km
2，區內主要地形為山區，占總面積 40%，

該區的山最高達 800 公尺，主要河川為太田川。本區人口約有 14.6

萬人，帄均人口密度為 414 人/ km
2。 

 

圖 7.廣島市安佐南區佐東町位置與行政界 

資料來源: 廣島市都市整備局都市計畫基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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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佐東町地形、水系和標高 

資料來源:廣島市都市整備局都市計畫基礎調查 

 

圖 9.八木、綠井地區土地利用現況 

資料來源:廣島市都市整備局都市計畫基礎調查 

三、災因分析 

(一)氣象條件 

從氣象降雨分析致災原因，8 月 19 日鋒面系統自黃海逐漸東移

(圖 10)，影響日本附近海面，鋒面前緣的強烈西南風引發了強降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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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持續發展。20 日凌晨強烈對流系統通過日本西部地區，導致了

廣島地區發生短延時、強降雨的暴雨事件。最大降雨地區為安佐北區

三入東地雨量站測出之時雨量達 121mm(表 2、圖 11)，雖然 24 小時

累積雨量為 284mm，但是僅在凌晨 1 時 40 分至 4 時之間，累積降雨

已達 232mm。災情最嚴重的安佐南區，代表雨量站之高瀨測站最大

時雨量 87mm(圖 12)，24 小時之時雨量為 247mm，其中當地時間 20

日 1 點 30 分至 3 點 50 分間的 2 小時 20 分中，降雨量達 186mm。由

於廣島市的八月帄均降雨約為 143mm，因此，可判斷廣島市內多處

土石流災害事件的發生，是由強降雨所誘發造成的。 

 

圖 10.廣島地區受鋒面影響發展的強降雨系統 

資料來源: 日本氣象廳、NASA 

表 2.廣島市災區內雨量測站之降雨紀錄 

資料來源: 日本國土交通省、日本氣象廳 

雨量測站名 行政區域 24 小時雨量 最大時雨量 

三入東 安佐北區 284 121 

上原 安佐北區 287 115 

高瀨 安佐南區 24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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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廣島市安佐北、南區災害分布與雨量站分布圖 

資料來源:廣島市消防局、日本國土交通省、日本氣象廳 

 

 

圖 12.高瀨雨量站組體圖及發生時間(最近八木之雨量站)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二)地質狀況 

該區域的地質主要由花崗岩組成（圖 13）。花崗岩在日本分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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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尤其是本州島西側，大部分皆由花崗岩組成。花崗岩主要由長石、

石英、雲母等造岩礦物組成，受到火山作用所形成。由於花崗岩容易

受到風化作用而侵蝕形成高嶺土，且其受風化的速度相當快。在經年

累月的風化作用之下，其風化形成之土壤層可達 100 公尺，也因此花

崗岩分布之地區，容易受到降雨而使得地表表層材料鬆軟，降低強度

進而造成崩塌。廣島地區的坡面地表層數公尺厚度便是由高嶺土、未

風化花崗岩塊、以及碎石所組成。由災害影像及現場觀察顯示，土石

流上游發生部的集水區並無大面積的崩塌(圖 14 左)，而是上游土石

流局部崩塌後，沿野溪坑溝搬運移動時，連同石塊、泥土、殘木等下

刷高度風化花崗岩土層，並造成土石流溪溝的向下和兩側侵蝕(圖 14

右)，最後高度風化的花崗岩材料被沖刷移動至下游，沖毀及覆蓋住

宅及交通幹線，從圖 15 顯示，流動段到堆積段的坡度達 20-25 度，

土石流下游的刷深厚度至少有 9-12 公尺，另外，從災害發生之初的

照片也可發現到，大部分沖刷至住宅區及交通要道的土石以泥土為

主，而較少見大塊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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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八木、綠井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學會，2014 

 

圖 14.八木縣營地區土石流發源地(左)，下游堆積地(下) 

 

圖 15.廣島地區地質與土壤空照 

資料來源:NCDR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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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島縣災害歷史事件 

廣島縣常見的災害以土砂災害和淹水災害為主，表 3 是二戰後土

砂災害災情彙整，死傷最嚴重為 1945 年枕崎颱風，造成 1229 人死亡

783 人失蹤，是廣島縣過去最嚴重的災害。但若只看廣島市的歷史災

害，則 1999 年 6 月 29 日所發生的土砂災害最為嚴重，共造成 31 人

死亡 1 人失蹤。由於該事件的發生，促使日本開始思考土砂災害高風

險區域之警戒區域劃設及其相關土地使用的管制，並於隔年（2000

年）通過，「土砂災害防止法」，賦予政府劃設坡地災害潛勢地區之法

源依據，並提升開發的門檻。 

表 3.廣島縣土砂災害災情統計 

資料來源:廣島縣防災 Web 

西元 月日 災害名 土砂 地震 津波 水害 死亡 失蹤 受傷 

1945 9 月 17 日 枕崎颱風 ○     ○ 1229 783 1054 

1951 10 月 14 日 ルース颱風 ○     ○ 132 34 361 

1967 7 月 8 日 豪雨災害 ○     ○ 159 0 231 

1972 7 月 11 日 豪雨災害（縣北） ○     ○ 35 4 105 

1988 7 月 20～21 日 縣北西部豪雨災害 

集中豪雨（縣北西部） 

○     ○ 14 0 11 

1999 6 月 29 日 6.29 廣島土砂災害 ○     ○ 31 1 59 

2014 8 月 20 日 8.20 豪雨災害 ○     ○ 74 0 44 

相關文獻顯示（日本土木學會，2014），1999 年的廣島市土砂災

害和本次災害比較，可從降雨型態及災害類型、災害特徵及分布等，

來探討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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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9 年所發生災點分佈範圍較廣，所造成的崩塌和土石流數

量，是以淺層崩塌災害為主，崩塌深度多在 1 公尺以下，並形成大量

漂流木；而本次則是以土石流災害為主，土石刷深之深度相當大，且

漂流木不多。因此從推估土砂量來看，本次災害反而造成的土方量較

大（圖 16。日本土木學會，2014）。從降雨量來看，兩次事件的總累

積降雨量差不多(圖 17)，但 0629 事件在事件發生之前已有 157.5mm

的降雨，而此次事件的前期降雨並不多。在災害發生的地質狀況而

言，0629 的災害之所在位置多為風化作用強烈之含有粗粒黑雲母的

花崗岩，而本次災害之地質狀況除了花崗岩及高嶺土之外，在其他有

堆積岩及變質岩的坡面也有土石流的發生(表 4)。 

在 1999 年 0629 災害之後，日本政府著手成立土砂災害防止法，

確定在工程設施的減災策略之下，也有非工程的策略提供配合使用，

而經過 15 年後的廣島市又發生了類似的災害，反映了土砂災害防止

法施行之後，警戒區域的劃定緩慢、現行疏散避難發佈流程的缺點、

以及極端降雨事件應變困難等的問題點，因此在廣島八月土砂災害之

後，國土交通省也已開始進行相關法令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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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999 年(黃點)與 2014 年(紅圈)土砂災害位置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學會 

 

 

圖 17. 1999 年(上)與 2014 年(下)降雨組體圖 

資料來源:日本土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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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99年 0629事件以及 2014年八月土砂災害之比較 

項目 1999年 0629災害 2014年八月土砂災害 

主要災害類型 崩塌為主，崩塌 186處、

土石流 139處 

土石流為主，崩塌 59

處、土石流 106處 

發生地點 廣島市、吳市 廣島市 

發生時間 白天下午 2-5點 半夜 2-5點 

雨量特性 累積雨量 389mm、最大時

雨量 81mm 

累積雨量 319mm、最大時

雨量 121mm 

地質狀況 含有黑雲母之花崗岩及

受到強烈風化作用生成

之高嶺土為主 

花崗岩及高嶺土為主，

但堆積岩和變質岩區也

有發生土石流 

 

五、官方作為與重建 

災害事件之後，從部分評論以及資料顯示地方政府的反應不及，

因此造成這次慘重的災害。實際上若是要探討政府的應變作為和時

機，必頇從將警戒發佈、疏散避難等項目分開，並且由於日本地方自

治實施相當徹底，權責劃分嚴謹，因此探討應變作為之時，也應將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反應時機和作為等分開探討。 

(一)應變體制與作為 

日本的應變體制基本上以縣為單位，每個縣依據其縣內狀況制定

其地區防災計劃，分別就災害預防、災害應變、以及災後復原等進行

規定；另外縣以下所轄的市町村，依據縣所制定的內容，提出其相應

的地區防災計劃。 

在應變作為方面，分為「注意體制」、「警戒體制、「非常體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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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其中「注意體制」，氣象廳發佈氣象注意報後由消防局長為指

揮官進行組織，旗下包括市政府相關處室之人員，主要任務在於資訊

的搜集和聯繫。而當有發生災害的可能性或是已發生災害的情形時，

則進一步進入「警戒體制」，而若災害有擴大之餘時，則進入「非常

體制」，並進一步由市長為首召集市政府人員成立災害對策本部，提

供災害處理時各種需求以及防止災害擴大之措施。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赴日與災害對策本部討論災害發生當下

情況(圖 18)，並依據廣島縣及廣島市災害應變作為與時序彙整出主要

的應變作為，如下圖 19 所示。當災害於 3:20 發生，災後一小時，分

別對安佐北區與安佐南區發佈「避難勸告」，由於當時災情已經傳出，

首相官邸設置危機管理中心以聯絡訊息。災後四小時，對安佐南區發

佈「避難指示」，隔天(21 日)上午，廣島縣的災害對策本部處置報，

開始出現死亡與失蹤統計數字。21 日晚間，災害處置報告統計災民

收容安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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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NCDR 赴日至廣島市災害對策本部現勘討論會議 

 

圖 19.廣島縣的災害應變作為與時序 

(二)警戒發布 

氣象災害之警戒發佈是由氣象廳負責，共有 16 種預報和 7 種警

報(圖 20)，降雨持續或強度增加，累積降雨量達到預估值時，發布豪

雨警戒，依據降雨狀況、河川水位及坡地災害危險度等資訊，地方政

府將進一步發佈土砂災害及洪水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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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氣象災害之警戒總類 

資料來源:日本氣象廳 

氣象局發佈氣象之大雨注意報後，縣政府便必頇依據氣象廳所提

供現在及未來的降雨趨勢，配合其縣府內訂立的淹水和土砂災害警戒

之警戒值，判斷何時必頇發佈接下來的淹水或土砂災害警戒資訊。廣

島縣政府定義廣島市之土砂災害警戒發佈基準是當土壤雨量指數達

到 108 時必頇發佈，淹水災害則是當帄地 3 小時雨量達到 70mm 及帄

地以外地區之一小時雨量達到 60mm 時。而當縣政府發佈土砂災害警

戒資訊以後，市政府就可以依據這個資訊，以及降雨預報和現況資

料、以及疏散避難警戒值等判斷是否發佈疏散避難的決定。圖 21 是

廣島縣政府根據地方氣象台發布土砂災害警戒的情況，依降雨增加發

警戒區域，當降雨趨緩並解除土砂警戒。 

疏散避難的發佈，是由市町村政府，根據降雨的現況和未來預

測、疏散避難的基準值、以及是否已發佈土砂災害警戒等資訊進行判

斷。而市町村政府為區分境內哪些地方需進行疏散避難，依據地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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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數個區域並分別予以訂立警戒值作為參考，如圖 22 為廣島市所區

分的 52 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標示其警戒和疏散避難值，以 16 號的

山本地區為例，130mm 為警戒值、150mm 是啟動疏散避難的基準值。 

 

圖 21.廣島縣土砂災害警戒發布與解除時序 

資料來源:廣島縣縣府、廣島縣地方氣象台 

 

 

圖 22.廣島市避難勸告對象區域圖 

資料來源:廣島縣廣島市災害對策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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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疏散撤離與收容安置 

日本疏散避難訊息大致分為三種：「避難準備情報」、「避難勸

告」、以及「避難指示」等。若是以發布避難訊息之作為，相對於台

灣土石流警戒發布後之相應措施進行描述，「避難勸告」相當於臺灣

發佈黃色警戒後，地方政府必頇對居民進行避難之勸導；「避難指示」

則相對於臺灣發佈紅色警戒後，地方政府頇強制撤離居民，因此強制

力最強。從本次廣島土石流災害之應變流程來看，主要造成傷亡之土

石流災情發生於 8 月 20 日凌晨 3:20 左右，地點為廣島市安佐南區八

木三丁目。大約一小時後，即 4:30 分，廣島市向安佐南區八木地區

發佈「避難勸告」，當天上午 7:58 分，向部分的八木四丁目（共 52

家戶、113 人）發佈「避難指示」。8 月 22 日下午 3:55，向八木三丁

目（84 家戶、201 人）發佈「避難指示」。圖 23 為本次廣島發布避難

指示、避難勸告網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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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廣島市安佐南區和安佐北區疏散避難發佈內容 

資料來源:廣島縣縣府 

此次發布避難勸告共有 68,318 戶，共有 164,108 人，而安佐北區

在 8 月 31 日上午 8:00 解除該區全部避難勸告，而土石流受災嚴重的

安佐南區，截至 11 月 5 日止八木八丁目 31、32 番街區仍在避難勸告

當中，共避難 16 戶 42 人，其餘地區已經解除避難勸告。另外，收容

安置部分， 8 月 22 日下午 6 時為收容人數最多，共有 904 戶 2,354

人在附近學校或集會所，圖 24 為縣營綠丘住宅至梅林國小的避難路

線圖。 

 

圖 24.縣營綠丘住宅至梅林國小避難路線 

資料來源:NCDR 繪製地圖、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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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後補助 

至災害發生起，日本地區各地的援助捐款共計 39 億日圓(相當台

幣 11 億)，所有援助捐款以二次配分方法發放(表 5)，第一次發放主

要以生活重建為優先，第二次發放包含第一次發放外，增加罹難與重

傷部分。 

表 5.廣島市 8 月 20 豪雨災害救援金分配表 

資料來源:廣島市市政府 

慰問金項目 第一次慰問金 
(日幣:萬元) 

第二次慰問金 
(日幣:萬元) 

總計 
(日幣:萬元) 

死亡者 - 500 500 

重傷者 
住院 - 100 100 

出院 - 50 50 

住家全毀 
自有 10 500 510 

租用 10 200 210 

住家大規
模半毀 

自有 10 375 385 

租用 10 150 160 

住家半毀 
自有 10 250 260 

租用 10 100 110 

住家部分損毀 10 25 35 

床上浸水 10 50 60 

床下浸水 10 10 20 

 

六、災害事件探討 

(一)疏散避難發布程序  

在災害發生之後，許多報導以及專家直指廣島市政府發布警戒以

及疏散避難的時間過遲，是造成此次許多人來不及避難的元凶，而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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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市政府也在災害過後，於新聞採訪時同意相關說法。 

根據朝日新聞的整理，廣島市發布疏散避難勸告的條件總共五個

表 6，只要任一條件符合，則負責單位必頇發布避難勸告，然而部分

條件雖已達到了卻沒有發布避難勸告、而部分條件達到了卻因為發佈

過於緩慢而招致批評。 

表 6.廣島市疏散避難勸告條件 

標準 此次災害實際狀況 

大雨特別警報（數十年規模之降
雨特徵，由土壤水分指數進行訂
定） 

沒有發佈 

雨量超過避難基準值 凌晨 3 時超過基準值 

土砂災害警戒資訊 凌晨 1 時 15 分發佈 

消防局經由巡視河川來進行判斷 廣島市消防局表示已進行巡視 

土砂災害緊急資訊 沒有發佈 

廣島市之負責發布避難勸告由廣島市長主要負責發佈，市長參照

其下的廣島市內各區區長以及廣島市的消防局長等的判斷，作為輔助

以決定是否發佈避難勸告。然而，由於對於極端降雨事件的未來雨量

預測原本就有相當難度；本次災害前的降雨形態僅集中在 2.5 小時的

時間，就降下了一般約一個月的雨量；再加上過去十五年中廣島市較

少發生土砂災害；且降雨時間在半夜，除了聯絡居民有相當難度之

外，對於疏散避難所需做的準備也有相當大的困難，至少需花費 20-30

分鐘左右。 

(二)土砂災害防止法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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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9 年後在廣島市的土砂災害之後，考量到土砂災害高潛勢

區的警戒以及開發管制等問題，促使了土砂災害防止法的制定，而該

法條的訂立，也確保了除了工程手段之外，必要的非工程減災手段（表

7）。土砂災害防止法規定，針對容易發生土砂災害之地區，必頇進行

基礎調查，確認是否需劃為「災害警戒區」以及「特別警戒區」；對

於已經確認必頇劃為警戒區者，對於區域內之居民，市町村政府有責

任需告知其相關資訊，如警戒區範圍、防災地圖的發放、疏散避難相

關事項等，而這些事項必頇列在市町村的防災計畫之中。另外，對於

「特別警戒區」，有更嚴謹的規定，主要是針對開發行為予以規範，

包括土地買賣、社福設施的建設、建物強度規範等（陳樹群等，2012）

（圖 25）。 

表 7.廣島縣和廣島市土砂災害危險區和警戒區域劃定狀況 

本報告整理 

項目 
劃定依據
法律 

減災手段 
劃定狀況（處） 

廣島市 廣島縣 
土石流危險溪
流 

- 硬體減災設施 
（依據砂防法、
陡坡地崩塌災害
防止法、地滑等
防止法規定） 

2,402 9,964 

陡坡地崩塌危
險區 

陡坡地崩
塌災害防
止法 

3,634 21,943 

地滑危險區 地滑等防
止法 

4 80 

土砂災害危險
處所 

以上三項
之總和 

6,040 3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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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續).廣島縣和廣島市土砂災害危險區和警戒區域劃定狀況 

本報告整理 

項目 
劃定依據
法律 

減災手段 

劃定狀況（處） 

廣島市 廣島市 

土石流警戒區
域 
（特別警戒區
域） 

土砂災害
防止法 

軟體減災設施—
包括列入市町村
地區防災計畫、
規劃針對需特別
照護者之警戒避
難制度、土砂災
害防災地圖、建
物買賣及開發限
制等項目 
（依據土砂災害
防止法） 

670 
(554) 

4,555 
(3,825) 

陡坡地崩塌警
戒區域 
（特別警戒區
域） 

1,387 
(1,323) 

7,277 
(7,002) 

地滑警戒區域 
（特別警戒區
域） 

0 
(0) 

2 
(0) 

土砂災害警戒
區域 
（土砂災害特
別警戒區域） 

以上三項
之總和 

2,057 
(1,877) 

11,834 
(10,827) 

 

 

圖 25.土砂災害防止法概念圖 

引用自岡本，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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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縣從「土砂災害防止法」通過後，2002 年開始進行警戒區

域的調查、劃定等工作，由原先透過「陡坡地崩塌災害防止法」、「地

滑等防止法」等法律所劃定之陡坡地、地滑、土石流危險溪流等危險

區域開始著手，進行基礎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判斷是否進一步劃定為

警戒區域。目前廣島縣境內共 31,987 土砂災害危險處所，其中絕大

部分是陡坡地崩塌危險處所，但在廣島市內，陡崩塌坡地和土石流危

險區域的數量相近(圖 26)，顯示廣島市內之土石流危險區域比例相當

的高。圖 27 是本次災害事件房屋毀損與土石流危險區域對照，八木、

綠井地區共有 53 棟房屋毀損，其中有 36 棟房屋在土石流危險區域

內，僅只有 17 棟建物不在危險區域劃定範圍內。 

 

圖 26.八木地區土石流危險溪流及急傾斜地的影響範圍 

資料來源:廣島縣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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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本次災害之房屋毀損與土石流影響範圍 

資料來源:NCDR 彙整統計 

進一步由警戒區域數量來看，廣島市內土石流警戒區域的劃定狀

況，有相對較慢的狀況，並且此次發生土石流災害區域，皆尚未劃定

警戒區域。由於廣島縣進行警戒區域劃定時，會考量縣內全部市町村

的劃定情形，避免警戒區域的劃定過於偏重某區，因此無論是廣島縣

或廣島市，目前整體警戒區域的劃定率大約是 3 成左右，對於危險區

域為日本最多的廣島縣而言，的確有稍慢的情形，這項情形曾在國土

交通省的報告中揭露（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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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國土交通省調查 47 縣土砂災害警戒區域劃定狀況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 

對於警戒區域的劃定出現障礙的狀況，根據國土交通省針對各縣

政府的調查結果顯示（圖 29），除了有地方政府（市町村）自己的想

法，希望能夠由地方自治會或地方政府進行劃定，而需再協調之外，

和居民溝通的過程是最大的因素。畢竟當劃定為警戒區域、甚至是特

別警戒區之後，不但會該地區的房屋價格下滑、甚至有無法再進一步

開發、建造的情況發生，在防災、開發的權衡利弊考量之下，防災可

能獲得的無形利益經常會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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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47 縣未進行警戒區域劃定之理由 

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 

對於廣島縣政府的警戒區域劃定緩慢，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對於

劃定方式的歧異則是較為特別的因素。根據相關報導（朝日新聞、

NHK）廣島縣政府雖陸續進行警戒區域的劃定，但許多區域的劃定

仍停留在基礎調查的階段，而未進一步劃定。探究原因，廣島縣政府

並未建立統一的基礎調查形式，造成不同機構以不同方式進行基礎調

查，然而警戒區域的劃定，基礎調查的資料結果是為重要的依據，因

避免不同方式的調查結果造成不公帄、或產生歧異，也由於 1999 年

後廣島縣並未再度發生嚴重土砂災害，最終許多區域的警戒區域劃

定，從 2005 年只停留在基礎調查完成的階段，而沒有進一步的進展。 

 (三)都市化發展擴張 

安佐北區面積是廣島市中最大的區域，面積約有 353km
2，人口

約有 14.6 萬人，帄均人口密度為 414 人/ km
2。安佐南區人口數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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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4 萬人，而該地人口密度達到 2060 人/ km
2，由表 8 可了解該區人

口一直呈現正成長趨勢。而區域內人口呈現正常長趨勢，在一個土地

面積有限的地區，人口增加相對建地需求也增加，當建地需求大於土

地容許量時，土地開發就會往限制開發地區發展。圖 30 為 NCDR 統

計建物新建情況，人口逐年增加，而地圖中山坡地開發建築界線 1948

年(藍)、1969 年(黃)和 2009 年(洪)亦逐年往山坡地退縮，因此從事發

後圖 31 所示，建物緊鄰山坡開發、砍斷坡腳和建物在河谷扇狀地中，

這樣高度開發的情況屢見不鮮。 

表 8.安佐南區 1960 至 2010 年每十年人口變化 

資料來源:總務省統計局、廣島市統計書 

年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安佐南區 40,708 84,905 157,720 175,211 204,636 23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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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安佐南區八木地區山坡地開發建築發展 

資料來源:NCDR 彙整統計 

 

圖 31.安佐南區山坡地開發情況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NCDR 加值 

這次災害最嚴重的八木地區，受到土石流衝擊最為嚴重的集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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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區域，由於該處位於帄地與丘陵交會之處(圖 32)，地勢較高而能夠

俯視廣島市區，因此許多私人房舍皆建築於該處；又另一處土石流災

害嚴重的可部地區，雖然私人住宅不多，但土石流衝擊之山坡地原為

高爾夫球場，而周圍新建築之房舍較多，顯示該區生活機能和型態均

佳，因此吸引許多人前往。 

 

 

圖 32.廣島市建物蓋在山坡較帄緩區域 

資料來源:NCDR 現勘 

結論 

近期因短延時強降雨造成的極端災害事件頻繁，這些災害事件共

同特性是，在短時間中，降雨超過過去歷史紀錄或遠高於防洪、排水

設計標準，瞬間造成大範圍的山洪爆發、土石沖蝕、都會或低窪地區

雨水宣洩不及導致淹水災害等，這樣措手不及的降雨，無法有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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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警戒資訊，災害應變操作、疏散避難行為更為困難。 

廣島土石流災害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災情：凌晨因鋒面通過

的降雨，降雨僅兩小時，最大時雨量達 100mm/hr以上，造成嚴重災

情。這過程由於非颱風事件可以提早開設應變中心，災害發的在凌晨

三點，對於警戒發布、避難場所開設、疏散避難等，顯出決策的困難

與措手不及。 

廣島地區多山坡地，土砂災害潛勢劃設本來就高於日本其他地

區，從近 60年的人口增加、都市發展擴張顯示，民眾居住朝山坡地

發展，在未即時管制開發情況下，山坡地住宅社區已成事實，大大增

加了土砂災害的風險，不僅是本次災害的發生，未來這些位處於高災

害潛勢地區的居所，都將面臨短延時強降雨所導致的災害風險。 

藉由日本廣島土石流災害的經驗，提醒山坡地建築開發管制必頇

重新思考設計標準與限制，包括坡度的限制、建物退縮距離的提高、

地質敏感、災害潛勢的分析等，避免將居住環境暴露於高災害潛勢範

圍內，以降低災害風險。對於建成環境已位於高災害潛勢範圍內，也

要與民眾溝通、研擬逐步改善災害風險的調適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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