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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督利重創臺灣 造成慘重災情
--籲審查「地質法」 將土地還給大自然 「人定勝天」不適用
http://www.epochtimes.com/b5/4/7/9/n591367.htm

【大紀元7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王秀華綜合報導/輕颱敏督利造成豪大雨重創臺灣中南部，多處土石流、山洪爆發成
災，滾滾而下的黃泥漿夾帶大量泥沙，頓時吞噬了橋樑、道路、房舍等建築物，並造成數十人傷亡。目前，全台農災
損失已達新臺幣七十五億元﹐成為臺灣有紀錄以來，第三大嚴重的損害。

面對近年來災害規模擴大之勢，也引發了朝野各界對國土保護的檢討撻伐聲。

*與大自然爭地是主因

日前親赴災區實地了解災情的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感慨，這次災情慘重，除了雨量太大、九二一大地震後地質不穩定
之外，民眾「與河爭道、與山爭地」，濫墾、濫建、濫伐，破壞大自然平衡，是人為的重要原因。

臺灣中央研究院數理組院士地質學家毛河光表示，臺灣位於板塊交界，造成奇麗的山河及獨特氣候。但經歷一連串颱
風及地震後，土地變得非常敏感，未來所有建設必須考慮此一狀況，以維持國土完整性。

重建會估計，此次土石流、淹水等十七項重大災情，九二一重建區多達一千兩百多件，臺中縣災情最大，多達三分之
一，其次是臺中市和南投縣。

*失百億 大甲溪電廠全泡湯

中部大甲溪沿岸在敏督利颱風惡水肆虐下，衝起千層泥浪，重創青山、谷關、天輪、新天輪、德基及馬鞍六座電廠，
災情慘重的青山電廠慘遭淹沒，德基電廠進水，。谷關電廠水位高出河床三十公尺，創歷史新高。

大甲溪是臺灣水力發電的「主流」，從德基到石岡七十公里的河域，設有六座水力發電廠，但來勢洶洶的敏督利颱風
，挾帶大量土石流的水勢，造成溪水暴漲，電廠首當其衝，損失慘重。據台電評估，包括後續整修及電廠停止運作，
損失將超過百億元。

*東勢鎮土石流近一層樓高

三日晚間大量雨水挾帶著土石衝入台中縣東勢鎮，位於東勢鎮東勢街一帶的居民首當其衝。當晚，夾在暴漲中嵙（山
科）溪和石角溪之間，鄰近的山坡地又不斷有大水挾帶土石往下衝，讓當地成為東勢鎮上受創最鉅的地方。一位陳姓
居民指出，當天衝下來的大水足足有七、八十公分高，水勢之大連車輛都隨水飄流；每個人的家裡也都因此塞滿泥土
，最嚴重的地方，土石將近一層樓高。

*橫腸寸斷 梨山成孤島

沿途風景馳名中外的中部橫貫公路這次飽受豪雨重創，沿線災情慘重，從東勢鎮永安橋被大水沖毀開始，一路都是坍
方、落石、土石流及斷橋，路基嚴重流失，盛產高山水果的梨山已經形同孤島。九二一後中斷的谷關至德基段，原本
預計本月十五日恢復通車，一場颱風全毀了。

*種下希望 中寮鄉洪流中屹立不搖

以往每逢風災經常傳出重大災情的中寮鄉，除山區產業道路小規模坍方外，未傳出重大災情，鄉民認為此與震災後進
行植樹造林與河川整治奏效等有關。

位於九二一大地震原爆點的中寮鄉和興村，地震災後土石流、地滑、水源短缺與坍方等威脅不斷，滿目瘡痍，曾面臨
遷村命運。村民後來決定砍除妨礙水土保持的檳榔樹，並植樹救水源。至今已經種下卅二萬棵樹苗，包括樟樹、櫸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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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樹種，對於穩定山區土石發揮相當作用。因此當這次豪大雨在別處造成嚴重災情時，中寮鄉能得以安然渡過。

*將土地還給大自然 「人定勝天」不適用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六日通過建議，呼籲立法院及時審查「地質法」，並統籌考慮建立更全面、宏觀的「國土環
境法」，做為臺灣發展最高準則。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主張，向大自然侵佔的土地，應該還回去；雖然該還回去的土地可能不少，但這事一定要做。李遠
哲也是總統府國土規畫委員會召集人，他預計九月初提出總結報告，做為臺灣進行國土規畫的有效參考。

負責督導水土保持業務的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說，人老是說「人定勝天」，其實，人應與大自然和平相處，要對大自
然謙卑。

*停止整治 讓自然自己復原

靜宜大學生態學教授陳玉峰認為，過去忽略了自然的復原能力，導致現在的苦果，未來如果施政不能以尊重自然為中
心，自然的浩劫還是難逃。

陳玉峰表示，政府過去花了太多的「冤枉錢」在整治上頭，卻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他認為，如果要改變，應該先停
止全民造林、生態工法、攔沙壩、溪溝整治等人為的做法，把恢復原貌的工作交給大自然。

陳玉峰說，未來4年裡，所有的防治預算應降到20%就夠了，把錢用於下游河堤、海堤的修建與上游山壁的改善，而
省下來的經費，應該把中南部立即危險、迫切需要的危險村落，評估選擇適當的地點讓居民遷村，維持生態體系的完
整，讓自然自己去復原傷口。(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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