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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蛤？土石流怪獸毀了我的家園！ 

文章內容：當山區下起大雨、發生地震時，土石流會如猛獸般地從山上滾下來，那麼我們

的家園就可能會被摧毀，因此，認識和防範土石流非常重要！ 

土石流怪獸是誰?  

土石流就是山上或河邊的土砂、石頭、水混合在一起，變成了像水一樣的流動體，當山區

下起大雨、發生地震時，流動體沿著山坡或河道由高處往低處流動，就會帶著大量的土砂、

石頭和樹木，並且很快地往下流動，造成破壞和危險，而形成所謂的自然災害。 

 

 

 

 

 

 

 

 

 

土石流發生的必要條件 

1.大量的土砂和石頭 : 足夠的鬆散土砂和石頭提供土石流中所需的固態物質。 

2.地形坡度大 : 坡度是指地面的傾斜狀況，如果地面有傾斜角度，表示地形具有坡度，便

可提供土石流往下流動的動力，坡度越大，當然整個流動的動力就越大。 

3.充分水量 :土石流最主要的動力來源就是水流，也就是降雨。當雨水落入地面，雨水便會

沖刷地面土砂，使土砂因沖蝕而順著坡度往下流動，形成土石流。 

 

 

 

 

 

 

 

 

 

土石流發生必要條件

大量的土砂和石頭

充分水量地形坡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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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發生的過程 

1.發生部:通常由周圍的山嶺環繞，形成只有一處出口的匙狀或碗狀的地形，出口處的橫剖

面形狀為「V」字形，坡度較陡峻，大致上多在 15°至 50°間， 

2.流動部: 橫剖面的形狀為「U」字形，一般坡度多在 15°至 40°間， 

3.堆積部: 地形較平緩，坡度一般在 10°以下，通常為平坦地形。 

 

 

 

 

 

 

 

 

 

 

土石流的型態 

1.礫石型: 土石流中大多為大顆的石頭，運動方式以碰撞和滾動為主。 

2.泥流型: 土石流中組成的石頭顆粒較小，運動方式以泥水本身的流動為主。 

 

土石流潛勢溪流 

依據現地土石流發生的自然條件，配合影響範圍內具有保全對象(係指土石流災害發生時，

影響範圍內人員、建築物及交通設施)等因素，綜合評估後，判斷有可能發生土石流災害的

溪流，台灣合計共 1731 條潛勢溪流。 

 

土石流發生前的徵兆 

1.連續下雨 

2.坡面會出現水流 

3.溪水異常渾濁並夾雜枯木 

4.溪流有石頭的摩擦聲音 

5.地面或懸崖會出現一些裂痕 

6.小石子分散的掉落下來 

7.附近有山崩 

8.動物有異常行為 

9.有樹木裂開之聲音或異常山鳴 

 

發生部 

流動部 

堆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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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產生的土壤飛濺沖蝕是土石流的開端 

土壤沖蝕指在水流和風力等自然作用下，地表土壤分離、輸送與沉積的現象。而水流造成

的土壤沖蝕又以降雨最為常見，降雨過程中的水滴撞擊地表土壤，導致土壤的流失和移動。

實驗利用人工降雨的方式製造水滴，觀察水滴對土壤沖蝕的現象。 

 

 

 

 

 

 

 

 

 

 

 

 

 

 

 

 

實驗設備裝置示意圖 

 

實驗透過 PVC 管制作一座無風管道，管道頂端架設水滴產生器，利用程式控制將水軟管內

的水擠至平口針頭，產生水滴，管道下方放置土壤試體。試驗期間觀察到了水滴撞擊至土

壤試體產生的土壤飛濺現象。 

水滴打擊土壤試體瞬間的土壤飛濺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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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自己否住在土石流危險區? 

1.住家附近是否有小溪流? 

2.附近地區是否曾經發生過土石流？ 

3.是否於公告危險區域內？ 

4.附近道路及房屋牆壁是否有異常裂縫？ 

5.擋土牆或堤防是否異常龜裂？ 

6.坡地上植物或電線杆等標誌是否傾斜？ 

 

土石流防災策略 我是防災小尖兵 我也可以保護自己的家園 

1.隨時注意防災資訊，要有關心天氣預報的習慣，甚至豪雨也要注意。 

2.防災宣導品，推動全民防災，提昇民眾防災應變的能力。 

3.山區豪雨時，紅色土石流警告牌，可提醒民眾提高警覺。 

4.防災整備自主檢查，準備緊急防災包。 

5.積極參與土石流疏散避難演練，並熟悉避難路線與地點。 

 

進行土石流防救災，才能達到減災、防災的效果，更能於災害發生時，即時有救災應變的

能力，將災害損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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