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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陸雲南省坡地災害淺談警戒資訊即時處理之重要性 

 

摘要 

2013年 1月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於前後發生果珠鄉與中屯鄉兩件坡地災害，

第一起災害造成 46 人死亡，第二起災害則無人傷亡，但第二起災害影響範圍與

規模較第一起大，造成懸殊的損失差異，主要為第二起坡地災害發生前，有災害

警戒資訊通報作為。因此，本文藉由分析果珠鄉與中屯鄉災害致災原因與災害處

理歷程，淺談台灣面對坡地災害發生前的潛勢資料的整備工作與應變警戒資訊的

作為，提供坡地管理者面對災害警戒訊號出現時，應需釐清資訊與並進一步確認

之作為。 

 

一、 災害概述 

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於 2013 年 1 月發生兩起地質災害，先後發生時間為 11

日於果珠鄉高坡村與 28 日於中屯鄉頭屯村。 

 

1.果珠鄉 

【災損情形】 

2013 年 1 月 11 日 8 時 26 分果珠鄉高坡村發生崩塌災害，崩塌滑動體長約

120m、寬約 110m、深約 16m，土方量體約 21 萬立方公尺。崩塌影響範圍共計

16 戶 68 人，其中外出 13 人，14 戶損毀掩埋，2 戶受衝擊損壞，共計 46 人死亡，

2 人受傷（該村落共有 73 戶 468 人），死者中計有 19 名兒童，7 名老人，以婦人

與兒童居多。被掩埋房屋 63 間，毀壞耕地 500 餘畝，房屋、農業畜牧、道路交

通等損失共計人民幣 4550 餘萬元。 

 

【救災編組】 

災情發生後，習近平、溫家寶、李克強、回良玉等對搶險救災工作提出具體

的要求，著重於災民安置和村民避險處置，除了防止二次災害發生，另外災民的

心理撫慰、社會治安、以及救災重建工作並重，以穩定社會秩序。另外，國務院

派出由國土資源部部長、民政部副部長，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交通運輸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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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衛生部、國務院應急辦等有關單位所組成的工作組1，至災區指導搶險救

災，並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慰問受災群眾，並現場解決實際問題。同時，中政府

央方面（國家減災委員會與民政部）啟動 3 級應急2響應機制；在地方政府方面，

昭通市組織民政、國土、武警、消防、公安、民兵、醫療隊等部門組成工作組趕

赴災區，進行應急救援工作；縣層級之鎮雄縣啟動突發性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預案；

省、市、及縣三級財政共準備人民幣 1000 餘萬元用於應急搶險救災，提供每名

遇難者家屬撫慰金人民幣 1 萬元。 

 

【重建復原任務】 

崩塌災害發生後，鎮雄縣將受到崩塌威脅的 3 個村民小組3進行集中搬遷與

易地重建。災後復原重建規劃經國土、住建、環保等相關部門現場勘查，以趙家

溝附近的高坡村田壩，地勢較為平緩、交通便利且無地質災害隱患，為恢復重建

的村莊選址。 

 

2.中屯鄉 

 

【災損情形】 

2013年 1月 28日凌晨 2點中屯鄉頭屯村發生多起落石，部分村民開始撤離；

29 日凌晨 4 時居民報警，聽見水塘邊山坡有類似放鞭炮聲，且有石頭滾落，當

晚警察進行疏散村民作業；30 日 15 時 30 分左右一聲巨響，一戶村民家房屋上

方騰起塵灰，水泥平房夷為平地；31 日上午 11 時許，山體傳來巨大的聲響，大

面積山體滑動，大量泥砂、土石急速崩塌滾落。崩塌體長約 260m、寬約 220m，

崩塌源頭土方量約 52 萬立方公尺，滑動掩埋區土體約 200 萬立方公尺。崩塌直

接影響範圍包括村內水塘、塘邊、王家灣、下院子 4 個村民組共有 209 戶 780

人。由於中屯鄉為鎮雄縣之地質災害監測點，災害發生前已監測到明顯山體滑動，

立即疏散居民，因此此次崩塌事件並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僅房屋、農業畜牧、

道路交通等損失共計人民幣 9530 萬元。 

 

【救災編組】 

災害發生後，鎮雄縣啟動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預案，成立搶險救援及恢復重建

指揮部，組織公安、武警、消防、礦山救護、民兵應急分隊、鎮村幹部、青年志

願者將近 500 人，調動民間農用車輛 80 餘輛，將受災害威脅居民全部轉移到安

全地帶，共轉移出 326 戶 1227 名群眾及其財產，並準備人民幣 670 萬元應急救

援資金，用於災害應急處置和受災群眾臨時安置生產生活困難。但災區 1227 人

                                                      
1類似台灣前進指揮所功能 

2應急：台灣習慣使用緊急，例如緊急救援等。 

3村民小組為大陸人民公社解體以後，農村基層自治組織，為鄉村農業區最基層的行政編組，直

接管轄的對象為農戶。單位範圍類似台灣村里以下「鄰」的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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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疏散於臨時安置所，民政部門於臨時安置區內已搭建起帳篷供災民居住，災

民生活和衛生防疫得到基本保障。國土部門於災害區域設置警戒線，樹立警示牌，

對災害點 24 小時監測與地點管制。為防止二次災害與崩塌範圍擴大，鎮雄縣水

務局抽取水塘內的存水，避免水塘泄漏，觸發另一起崩塌發生。 

 

【重建復原任務】 

在重建工作推動上，以統一規劃與民眾自建原則，統籌水、電、路等基礎設

施建設規劃；查核災害損失，確保煤礦業主將賠償金存入指定賬戶，確保受災民

眾儘快恢復生活，預計在 3 月底前完成集中安置點建設前期工作，4 月初啟動恢

復重建工作，6 月 30 日前完成民房恢復重建，確保每戶補助人民幣 3.8 萬元，政

府貼息 2 年每戶貸款人民幣 2 萬元。於安置期間受災民眾每人每天可得人民幣

12.5 元之生活補貼。 

 

二、 天氣概況 

鎮雄大多數地方屬暖溫帶季風氣候，少數河谷地區屬北亞熱帶氣候，年平均

氣溫 11.3℃，日照 1341 小時，無霜期 218.6 天，年平均降水量 914.6mm。102

年 1 月 10 日至 12 日雲南省受到大陸冷氣團影響，雲南北部及東部地區溫度急速

下降，昭通市地區開始降雪。雲南省氣象台於 1 月 9 日至 11 日持續針對此地區

發布寒潮藍色預警信號4；昭通市氣象台也在 1 月 10 日 13 時發布暴雪藍色預警

信號5。跟據昭通市高低氣溫分布圖，如圖 1 所示。 

鄰近災區之鎮雄縣氣象站（位於烏峰鎮），災害前 10 天 24 小時累計降水量，

僅 1 月 8 日 24 小時累積降水有 0.1mm，而距離災害發生地果珠鄉西南向約 8.6

公里的大灣鎮區域自動觀測站近 10 天 24 小時累計降水量為 4.6mm，最大的降水

是 1 月 10 日累計降水量為 1.2mm，另外在 1/3、1/5、1/6 的 24 小時累積降水量

也有約 1mm。因此推測災區附近持續有約中小雪6左右的降水量，從大陸全國的

降水實況圖，如圖 2 所示，也可看出該地區 10 天的累積降水量約 1~5mm。 

 

                                                      
4
寒潮藍色預警信號：是指 48 小時內最低氣溫將要下降 8℃以上，最低氣溫小於等於 4℃，陸地

平均風力可達 5 級以上；或者已經下降 8℃以上，最低氣溫小於等於 4℃，平均風力達 5 級以上。

氣象部門通過氣象監測，在寒潮到來前所作出的預警信號，信號共分四級，分別以藍色、黃色、

橙色、紅色表示，藍色為提示百姓躲避寒潮，農業盡量減少寒潮帶來的損失，是寒潮預警信號中

的第一級別。 
5
暴雪藍色預警信號是氣象部門通過氣象監測在暴雪到來之前做出的預警信號，提示百姓躲避暴

雪，工商企業盡量減少暴雪帶來的損失，暴雪藍色預警信號是暴雪預警信號中的第一級別。代表

12 小時內降雪量將達 4 毫米以上，或者已達 4 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續，可能對交通或者農牧業有

影響。 
6
小雪：12 小時内降雪量小於 1.0mm(折合為融化後的雨水量)或 24 小時内降雪量小於 2.5mm 的

降雪過程。中雪：12 小時内降雪量 1.0～3.0mm 或 24 小時内降雪量 2.5 ～5.0mm 或積雪深度達

3cm 的降雪過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54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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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昭通市 1 月 3 日至 31 日最高、低氣溫分布圖 

 

 
圖 2 2013 年 1/2~1/11 大陸全國降水量實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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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理與地形 

鎮雄縣位於雲南省東北方，東邊以赤水河為界與四川敘永相鄰，南邊連接貴

州畢節、赫章，西毗彝良，北抵威信，地理位置如圖 3 所示。同時，鎮雄縣位處

雲貴高原北部斜坡地帶，境內山巒起伏地形變化大，只有半山區、山區和高寒山

區。地勢由西南高向東北低，中部和南部稍平緩。最高點是安爾鄉麥車村的戛麼

山，海拔 2416m；最低處為羅坎鎮桐坪村大灘，海拔 630m。 

 

圖 3 果珠鄉與中屯鄉災害位置地理圖 

 

四、 地質環境 

雲南省礦產主要有煤炭、硫鐵礦、大理石、水晶石、石灰石等 30 多種。其

中，煤炭和硫鐵礦分布很廣，儲量豐富，煤炭遠景儲量 74億噸，佔全省儲量 28.01%，

工業儲量 45.17 億噸，佔全省儲量的 17.1%。此次災害發生地點鄰近地區為採煤

礦產區，因此部分災民認為山體滑動與採礦作業有關。 

 

根據 2011 年與 2012 年雲南省地質災害防治方案指出，如圖 4 所示，鎮雄縣

地處金沙江中下游高中山峽谷地貌區，新構造運動活躍地帶，岩石軟硬相間，多

陡崖，為雲南省崩塌、滑坡、泥石流極強活動區7。同時，人口密度大，公路鐵

路建設、礦產資源及水利資源開發、陡坡耕植活動強烈，對地形地貌的擾動強烈，

誘發地質災害可能性大。由 2011 年與 2012 年地質災害預測圖來看，鎮雄縣位於

地質災害極強活動區域。然而，鎮雄縣之縣、市及區等級未列於重點防範預測上。

                                                      
7
 地質災害活動預測圖類似崩塌潛勢圖，以極強活動區、強活動區、中活動區以及低活動區，分

別表述高潛勢、中高潛勢、中潛勢、低潛勢之災害發生的相對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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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1 年 

 

（b）2012 年地質災害活動趨勢預測圖 

圖 4 雲南省地質災害活動趨勢預測圖（摘自 2011 年與 2012 年雲南省地質災害防

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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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致災原因分析 

鎮雄縣果珠鄉與中屯鄉兩起崩塌事件，因鄰近接有採煤礦區，在災害發生初

期，致災因素除了天氣影響之外，受災民眾認為與鄰近採煤作業有關。以下為彙

整災害調查，並利用 Google Earth 航照圖將災害情形繪製，以重現災害發生前之

地形環境： 

 

1.果珠鄉 

大陸國土資源廳針對果珠鄉災害調查結果認為，發生災害主要原因有 4 點： 

（1） 崩塌區地形陡峻，為滑動體形成提供了有效臨空面8。崩塌源頭位於斜坡

上段，地形坡度约 35 度至 50 度，在地形條件下並不利於邊坡的穩定； 

（2） 崩塌之岩土體結構差，是崩塌形成的内在因素。滑動區地層為第四系殘

坡積粘性土發碎塊石，土體结構鬆散，厚度大，自身穩定性差，是崩塌

形成的内在因素； 

（3） 連續雨雪天氣是滑坡發生的直接誘因。近一個月來，該區出現連續雨雪

天氣，崩塌土體受滲透浸潤，土體呈飽和狀態，自身重量增加，同時降

低土體的内聚力，在重力作用下，導致崩塌發生； 

（4） 彝良 2012 年 9 月 7 日發生規模 5.7 之地震9有一定影響。 

 

根據大陸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提供之災後影像資料與香港大學岳中琦教

授現勘資料，將崩塌體、滑動、堆積範圍，分別標註在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上，

如圖 5所示，崩塌區相較於中屯鄉崩塌範圍小，當崩塌發生開始滑動 300m範圍，

屬較為平緩區域，因此土體向兩側堆置；但平緩區域前緣突然坡度變為陡峭，使

原本可能漸緩移動之滑動體前端土方快速下滑；然而，因未有災害警訊提供，崩

塌土方量相較於中屯鄉小，受災損失規模卻造成 46 人死亡。 

                                                      
8
 臨空面：一般說岩體的自由端，為滑動岩體可活動面或方向，臨空面常由地面或開挖面組

成。是指岩體自由面，是指岩土體滑動時自由空間的邊介面 
9
 2012 年 9 月 7 日 11 時 19 分，雲南省昭通市彝良縣與貴州省畢節地區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縣交界發生 5.7 級地震（中國地震分級法，對應台灣為震度 5 級），震源深度 14 公里；12 時 16

分，彝良縣又發生 5.6 級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至 2012 年 9 月 8 日下午 2 時，地震已經造成

了 18.3 萬戶共計 74.4 萬人受災，因災死亡的人數 80 人，房屋倒塌 7138 戶，共計 30600 間，災

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 37.04 億元。 



 
 

8 
2013/05,第 094 期 

 

圖 5 雲南省鎮雄縣果珠鄉高坡村崩塌滑動與堆積範圍圖 

 

 

2.中屯鄉 

大陸雲南省國土資源廳針對中屯鄉崩塌致災原因調查，比對平頂山煤礦10採空

區11空間位置、斜坡變形時間與巷道、採空區形成時間之時序，直接認為為煤礦

採空區垮落和沉陷牽引造成。因此，鎮雄縣已向平頂山煤礦業主及受災群眾通報

災害成因，並通過代表會、座談會等形式，協助受災民眾積極向平頂山煤礦業主

依照相關法律法規協商賠償事宜。 

 

由於中屯鄉崩塌事件未造成人員傷亡，大陸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雖有進行

災區判斷，但實際崩塌發生區、滑動與堆積影響範圍無法標註。因此，根據雲南

網電子媒體新聞災後照片，比對地理相關位置，位置如圖 6 所示，右上角山區在

2010 年 Google 衛星影像已有明顯落石崖錐堆積，與居民敘述過去常有落石發生

相符。 

 

                                                      
10

 平頂山煤礦為開採煤礦公司，在以頭山之煤礦區進行採礦，在相關報導有混淆的情形加以說

明。 
11

 採空區顧名思義為人為挖掘或者天然地質運動在地表下面產生的空洞，採空區的存在使得礦

山的安全生產面臨很大的安全問題，人員與機械設備都可能掉入採空區內部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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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雲南省鎮雄縣中屯鄉崩塌滑動與堆積範圍圖 

 

3.綜合說明 

果珠鄉與中屯鄉兩起案例比較，災害發生時間相近，但因為有災害景界資訊

的通報，而有差異極大的損失規模。果珠鄉在天氣方面因高低溫差結果，推測可

能有凍結與融解作用影響坡體穩定性情形；中屯鄉災害發生時間前，溫度較為溫

暖，可排除天氣之凍結與融解作用之影響，以煤礦開採不當因素影響較大。同時，

中屯鄉因果珠鄉已發生重大死傷之崩塌，鎮雄縣加強地質災害監測作業，因此對

於主要崩塌前所發生之零星落石，為主要崩塌發生之前兆而有所警覺，進行疏散

居民因而無人員傷亡。然而，對於果珠鄉調查之致災原因說明當中，仍有些疑意，

本文嘗試補充說明。 

 

（1） 連續雨雪結果造成果珠鄉崩塌，由昭通市最高與最低氣溫分布圖可以推測

災害發生前，邊坡土體或岩體已有凍結與融解反復作用。此現象在雲南、

貴州、四川接壤的烏蒙山區，因具有高寒陰濕的特點，降水量雖然不大，

卻可持續長達一個月左右的連續雨雪天氣，與臺灣梅雨季節相似，雖然降

雨量不大，但持續時間苦長達一個禮拜。由於降雨量少，地表逕流少，因

土壤的凍脹可使水直接入滲於坡體當中，再加上崩塌區上方邊坡具有匯水

地形條件，多項原因加乘，觸發此次崩塌災害發生。因此，以降雨豐沛之

汛期區分地質災害監測守視時間劃定方式，對於大陸寒帶地區似乎不妥。 

 

（2） 2012 年 9 月 7 日彝良地震影響，如果對果珠鄉崩塌有所影響，應該也造

成中屯鄉某種程度的影響。彙整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震度分布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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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震局地震裂度圖，如圖 7 所示，彝良地震極震區烈度為（VIII）度

為修正莫卡利震度 6 級，相當於臺灣震度 5 級範圍；烈度（VI）度最遠到

達鎮雄縣杉樹相約 40km，根據 USGS 震度分布圖為修正莫卡利震度 IV

級。對於距離震央 99km 果珠鄉與 90km 中屯鎮修正莫卡利震度為 III 級，

相對於其他因素之影響應屬於輕微。 

 

（3） 中屯鎮過去曾在 2007 年由煤礦業者補助部分居民進行搬遷，但煤礦不當

開採且未進行管理，採空區影響範圍持續擴大，因而無法避免災害發生。

果珠鄉崩塌災害雖然排除與高坡礦場12之採礦有關，但許多礦工事後證實

採礦巷道與採空區上方為此次滑動區域；另外，村民表示 2007 年果珠鄉

也發生滑動區上方，已有土層塌陷情形發生，推測可能也受人為煤礦開採

有關。 

 

（4） 大陸近 20 年來礦石開採量不斷增加，每年從地下開採出約 50 億噸礦石，

開採秩序較為混亂且非法無序的亂採濫挖，礦山及其周邊留下了大量的採

空區，大陸許多礦災案例皆為大量的採空區，致使礦山開採條件惡化且引

起礦柱變形，相鄰開採場和開採巷道岩移及地表塌陷等災害。 

 

圖 7 彝良地震震度分布圖（改繪 USGS 震度分布圖與中國地震局地震裂度圖） 

                                                      
12

 高坡礦場為礦場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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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災害經驗學習 

1. 地質災害防治方案 

大陸雲南省國土資源廳自 2011 年開始提出雲南省地質災害防治方案，利用

地質環境背景特徵、地質災害時空分布、發育等特徵，與前一年之地質災害調查

情況，同時配合省氣候中心提供的當年氣候趨勢預測、當年全省重大工程建設活

動等，進行預測當年汛期間全省地質災害頻度與危害程度。目前已進行了 2011

年與 2012 年兩年，2013 年在地質災害防治方案尚未完前，已發生了兩起鎮雄山

體滑動事件，雖然如此，在前兩年的地質災害潛勢地圖（縣市比例尺），鎮雄縣

為地質災害強活動區，但鄉鎮比例尺之重點區域，果珠鄉地區並非地質災害監測

地區。 

地質災害防治方案概念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汛期前所提供之縣市與鄉

鎮之災害潛勢圖資概念相似，以歷史事件所建立之災害發生門檻值，配合地質崩

塌敏感圖、前一年災害驗證與後續處理狀況，提供縣、鄉鎮災害潛勢地圖，有助

於災害整備與應變之使用。唯獨尚未加入氣候趨勢之預測，其主要原因在於臺灣

氣候不確定性過大，難以在時間點上掌握災害發生可能性。另外，重大工程建設

活動彙整與圖資比例尺上可再追求精進，使其圖資能詮釋、檢視以及協助災害整

備與應變期間之作業。 

2. 礦區與礦道資料庫建置 

臺灣自 2001 年已全面停止煤礦業開採，目前僅剩花東地區之天礦場石材與

原料時開採為主，石油、天然氣礦場國內鑽探也逐漸減少轉由國外合作開發。然

而，臺灣煤礦停採時間可追溯至民國 60 年代，長達 30 年餘的廢棄，這些採礦設

施、地下坑道、採掘跡以及礦渣堆置等等，皆隱藏未來土地利用威脅，利如廢棄

礦區地盤下陷、礦渣堆侵蝕、邊坡穩定等的潛在災害。因此，有關廢礦區、礦坑、

礦渣堆置區等位置應納入地質環境潛勢資料庫，提供各種災害類型之防救計畫參

考。 

3. 平時警戒訊號通報（非汛期時間） 

雲南省地質環境監測院指出，根據大陸規定只在汛期開展地質災害預警，其

時間為每年4月15日至11月15日。由於2012年彝良地震影響，預警時間延長至11

月21日。然而，根據雲南省地質災害防治方案指出，降雨為雲南省地質災害的主

要的觸發原因，連續多日之雨雪，同樣為雲南另一觸發因素。 

由過去災害致災因素統計多為降雨時發生，因此警戒資訊的通報若僅限於汛

期時間，則非汛期則可能已經產生之災害訊號，卻無通報之機制。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為因應非汛期可能出現之災害訊息，以氣象平時守視輪值方式執行，配

合即時、自動化坡地災害警戒雨量訊號監測系統，提供全年、全時的坡地災害警

戒訊號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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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救災之氣象服務 

果珠鄉與中屯鄉災害發生後，雲南省氣象局於1月11日12時啟動了重大自然

災害（滑坡泥石流）二級應急響應，省市縣三級應急響應，氣象部門前往災區直

接提供救災氣象服務；同時，雲南省氣象臺、昭通市氣象臺以及鎮雄縣氣象局分

別發佈了災區專題天氣預報，此服務可協助救災人員對於天候掌握。近年來，莫

拉克颱風（2009年）、梅姬颱風（2010年）以及蘇拉颱風（2012年）引發複雜性

高之災後狀況，對於搶救災人員是極大的考驗。另外，2013年327南投地震，事

後也針對地震影響地區提供未來降雨趨勢服務，可協助民眾與相關搶救災與勘察

人員相關安全資訊。 

5. 空間情資與緊急製圖 

大陸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利用無人航空偵察機獲取果珠鄉山體滑坡災情

後，利用現有資料及災後影像資料完成『果珠鄉高坡村災前災後對比影像圖』，

如圖 8 所示，以作為救災指揮部門提供了最新的災區地圖成果。同時，利用現有

的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及專題地圖資料，提供『果雲南省行政區劃圖』、『果鎮雄縣

行政區劃圖』、『果鎮雄縣影像圖』、『果珠鄉山體滑坡災情示意圖』等七種 35 張

災情專題地圖。 

 

由臺灣 2008 年莫拉克颱風與 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之經驗，災害情資的彙整

與緊急製圖之重要性，因此於災害應變小組當中另外成立兩任務編組，彙整不同

部會之情資，緊急製圖小組將其資訊發布，以靜態圖面展示，同時也以隨時以網

頁動態修正展示，可全面性掌握不同層面之資訊。唯獨資訊之正確性與比例尺、

製圖詮釋方法，皆為未來需要依據任務與需求再求精進。 

 

圖 8 果珠鄉高坡村災前災後對比影像圖 

 

6. 重大災害資訊傳遞正確性與時間性 

果珠鄉與中屯鄉崩塌災害發生後，災民、媒體、甚至部分學者，對於專家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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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訊產生疑慮。臺灣面對重大災害時也有相同之問題，常受到媒體記者片面之

記錄而有臆測資訊，而導致另外偏頗的認知。由 1999 年集集地震經驗，政府當

時於每天進行統一性發言，與日本 311 地震經驗亦同，皆將政府搶救災之進度與

資訊公開，可消弭許多雜音，這也是適當的風險溝通之重要性。 

七、 小結 

由 2013 年 1 月大陸雲南省發生兩起坡地災害案例比較，災害警戒資訊即時

處理通報，確實為降低人員傷亡的方法。詩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臺灣目

前在災害警戒已不分汛期或非汛期，全年、即時、以及自動化監測雨量是否達到

坡地災害警戒，同時利用預報資料，協助與提醒研判人員未來坡地災害發展狀況。

另外，受 1999 年集集地震影響，2000 年 2 月非汛期之春雨，已造成台 8 線多處

崩塌與土石流發生；2001 年桃芝颱風豐沛雨量更造成地震影響地區之山區嚴重

土石流與坡地災害發生。有鑒於此，近期 3 月 27 日南投仁愛鄉發生規模 6.1 地

震，4 月 4 日至 5 日之降雨，在地震影響明顯之埔里鎮與魚池鄉之山區確實已有

零星落石、崩塌發生，面對緊接而來的梅雨與颱風，坡地災害防治相關人員須考

量地震之影響，觸發坡地災害發生之累積雨量已經降低，對於山區瞬時大雨之現

場工作人員或搶修人員須提高警覺坡地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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