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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屏溪，舊名下淡水溪，位於臺灣南部，長度僅次於濁水溪。主流河長 171.00 公里，為全台

第二長河。我們向國土測量中心購買地圖、使用 Google 衛星地圖擷取該段圖以了解該段地表特

徵，並實地考察，利用以上資料製作高屏溪河道的立體模型。用沉水馬達控制水量，模擬大小水

的沖刷，觀察河道的變化。實驗發現小水沖刷時，模擬高屏溪枯水期水量，水量少，沖刷力道不

足，河道上泥沙量多，形成辮狀河道，期間河水無溢堤發生。大水沖刷時，模擬高屏溪豐水期水

量，可看到河道沙洲位置及流路改變；另在模擬過程中，少部分區域河水溢堤，代表兩岸淹水，

即在豐水期當水大的時候會有淹水的問題。超級大水沖刷時，模擬高屏溪颱風時水量，河水完全

溢出河道向二旁淹沒，高雄端堤防處因為有堤防減緩流速關係，水退之後可看到明顯的泥沙淤積；

屏東端因為地勢低平，在洪水氾濫時整個被淹沒，淹到斜坡處才停止；而模擬時有房子被沖走，

堤防被水沖擊變形。 

    因此，風災會使河道淤積、河道寬度縮小及河道水量變大，還有改變流路，形成辮狀河道。

甚至因夾帶大量土砂，造成河道不穩定，水的濁度提升。若雨水不斷匯入河道且速度大於河道將

水往下游輸送的速度時，水位抬升超過警戒線或堤防，會溢流而出，使河道兩岸生態改變及沖毀

堤岸，造成水災，淹沒房舍，損毀農田與魚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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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近年由於全球環境變遷、氣候異常現象日益顯著，降雨型態改變、極端集中使得天然災害頻傳，

如台灣在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間發生於台灣中南部及東南部的一起嚴重水災，肇因是莫

拉克颱風侵襲台灣（許多地方 2 日的降雨量，相當於 1 整年份的量），期間臺灣多處淹水、山崩

與土石流，也造成高屏溪河道的改變，進而引起我們想去探討風災如何將河道改變。此外經濟部 

水利署在高屏溪水系高屏溪治理計畫中提到:因莫拉克颱風期間該地區有外水溢淹情形，且上游挾

帶大量泥砂造成河道嚴重淤積，之後隨時會有因大雨而沖至下游造成河床墊高及流路改變，將可

能導致災害。因此，我們想透過河道模型去模擬風災對河道造成什麼變化，並標示出當水患來襲

時的高危險地區，並提出警告。 

 

貳、研究目的 

我們將設計一系列實驗，達到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 了解高屏溪的水文特色 

(二) 了解高屏溪兩岸災害的潛勢區 

(三) 了解八八風災對高屏溪的河道的影響 

(四) 模擬不同水量對河道侵蝕的狀況 

(五) 對比風災前與風災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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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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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器材 

1.木板  3 塊 

2.鋸木機  1 臺 

3.國土測繪中心:佛光山~溪埔段高屏溪地圖  4 張 

4.塑膠墊  1 片  

5.保麗龍 (厚 1 公分) 10 片 

6.掃描圖紙  2 張 

7.保麗龍裁切器 2 支 

8.沉水馬達 1 台（2000L/H） 

9.木工鑽孔機 1 台 

10.細紅繩  1 捲 

 11.Google 佛光山~溪埔段地圖 1  張 

12.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數位典藏中心:嶺口~佛光山影圖   5 張 

13.塑膠水管 1 支 

14.砂紙 、黏膠、保麗龍膠、黏土、圖釘、紙膠帶、雙面膠帶、迴紋針、美工刀、直尺、 水桶 

15.高屏溪砂石與小石頭 

(二) 設備 

1. 電腦 

2. 手機 

3. 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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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區域之基本介紹及圖文相片 

(一)我們鄉土的母河~高屏溪簡介 

     高屏溪原名下淡水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玉山附近，流經高雄市、屏東縣，於林園區及新

園鄉注入台灣海峽，全長 171 公里，流域面積 3,257 平方公里，其主要支流有荖濃溪、旗

山溪、隘寮溪、濁口溪、美濃溪，其中以荖濃溪及旗山溪為最大。荖濃溪發源於中央山脈

玉山東山東坡與秀姑巒山西南坡，曲折蜿蜒西南行，與旗山溪隔山平行，流經桃源、寶來、

土壟、荖濃、六龜至大津納入濁口溪，過竹子門而出谷，入屏東平原。河流分歧成辮狀西

南行，於磚子地北匯納東來之隘寮溪，後折向西南行，至高雄市旗山區嶺口與南下之旗山

溪相匯而成高屏溪，主支流共跨 27 個鄉市區所。 

   (二) Google Map 衛星地圖 (圖 1) 

 

                      圖 1 高屏溪河道的衛星地圖:佛光山→溪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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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土測繪中心:佛光山~溪埔段高屏溪地圖  4 張 (圖 2 ~ 圖 5 ) 

 

 

 

 

 

 

 

 

  圖 2  佛光山(圖號 9418-I-098 民國 91 年)   圖 3   三塊厝(圖號 9418-I-099 民國 91 年) 

 

 

 

 

 

 

 

 

  圖 4   溪埔(圖號 9418-II-008 民國 91 年)   圖 5  大坵(圖號 9418-II-009 民國 91 年) 

二、河道模型製作 

  (一) 外框  (圖 6 ) 

1.將一木材裁切成一塊 120*120 公分的正方形為底。 

2.在 120*120 公分的正方形黏上等大的塑膠地墊。 

3.在四周釘上 120*15 公分的護欄。 

  (二) 地圖裁切與描繪 (圖 7 ) 

1.將高屏溪的佛光山、三塊厝、大邱、溪埔等段地圖裁切並合併。 

2.把掃描圖紙貼在地圖上。 

3.接著描繪出河道、河堤、等高線 25 與等高線 30 至等高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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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下掃描圖紙並貼在大正方形框內。 

  (三) 等高線製作與裁切 (圖 7 ) 

1.將合併的地圖貼在保麗龍板上，使用保麗龍切割器先沿著屏東縣 25 公尺的等高線裁切。 

2.切好的保麗龍板對齊掃描圖紙上屏東縣等高線 25 的線條貼上。 

3.再切屏東等高線 30、等高線 40，之後等高線 30 貼在等高線 25 上，等高線 40 貼在等高線   

  30 上。 

4.高雄市等高線製作與屏東縣相同。 

  (四) 邊坡製作:使用黏土(圖 8 )。 

  (五) 鋪設高屏溪砂石與小石頭、假樹、假房屋等，最後再標記農田、魚塭、河堤並彩繪(圖 9 )。 

  (六) 河道上方與下方分別用木工鑽孔機鑽孔，作為入水處及出水處。 

  (七) 於護欄上每 5 公分作一記號，並以紅線連接，形成許多 5 公分的正方形方格，以便於定位

(圖 10 ~ 圖 11 )。 

圖 6 外框 圖 7 地圖裁切與描繪及等高線製作與裁切 

 

圖 8 邊坡製作 

 

圖 9 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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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定位 

 

圖 11 完成 

三、實地野外勘查  

   攜帶相機或手機至研究區域實地觀察高屏溪並拍照。 

四、模擬水流沖刷 

(一)以19公升塑膠桶作為儲水槽，用管徑 1.6 公分的塑膠管連接沉水馬達，沉水馬達抽水     

口管徑為 1.6 公分。為控制水流量，經過多次試驗，約略找出本實驗所需水流量： 

    1.抽水口管徑有 2/3 (約 1.1 公分)用膠帶黏住，其水流量接近目前枯水期的高屏溪，水流較

慢，我們把它當成小水來模擬沖刷情形。 

    2.抽水口管徑有 1/3 (約 0.5 公分)用膠帶黏住，其水流量接近汛期的高屏溪，水流較快，我

們把它當成大水來模擬沖刷情形。 

(二)以19 公升水桶直接澆灌於入水孔，其水流量接近颱風期的高屏溪，水流超快，我們把它當    

成超級大水來模擬沖刷情形。 

五、大樹高屏溪攔河堰中心參訪~ 

   攜帶紙筆、手機及照相機參訪高雄市大樹區『高屏溪攔河堰中心』，並拍照與記錄攔河堰的功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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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河道模型完成圖，如圖 12 

 

 

 

 

 

 

 

 

 

 

                             圖 12 高屏溪上游河道模型 

二、實地野外勘查 

 

 

 

 

 

 

圖 13 高屏溪河道:佛光山段由河堤向西望             圖 14 河畔的人造階梯 

 

 

 

 

 

 

                圖 15 枯水期進行清沙時用土堤將河道移至另一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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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里嶺大橋下的魚塭一偶 

 

 

  

 

 

 

                   圖 17  高屏溪河道:佛光山段由河堤向東視角 

三、模擬水流沖刷 

  (一) 模擬小水來襲沖刷造成之災害，如圖 18 ~ 圖 19。 

 

 

 

 

 

 

 

        圖 18 泥沙堆積  圖 19 辮狀河道  

  (二 )模擬大水來襲沖刷造成之災害，如圖  20 ~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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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大水沖刷結果  圖 21 兩岸氾濫  

 

圖 22 兩岸氾濫及流路改變  

  (三 )模擬超級大水造成之災害，如圖 23 ~ 圖 26。   

圖 23 堤岸潰堤 圖 24 兩岸氾濫 圖 25 行水區淹水 圖 26 泥沙堆積 

四、參訪高雄市大樹區『高屏溪攔河堰中心』，以了解高屏溪今昔狀況。 

 (一) 簡報 

 

圖  27 風災時河川流量變大  

 
圖 28 河道不穩定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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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地了解高屏溪攔河堰狀態(圖 29) 

 

                           圖 29 高屏溪橡皮壩攔河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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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圖 6 ~ 圖 11 高屏溪的模型製作，我們將購得的四張圖合併，將等高線 25、30、   40

等描繪出並裁剪，分別黏貼於保麗龍並切割，依序層層黏貼。在高雄端地勢較    高，

我們用了 9 層；而屏東端較低，只用 2 層。因此，上色後更凸顯出地勢高低以及

凹谷，與實際相仿。  

二、圖 12 是完成後的模型，我們地圖上的各個區域做標示，包括高雄端、屏東端、魚    

塭及堤岸。圖中入水口為中下游佛光山段，而出水口處為溪埔段。  

三、圖 13 ~圖 17 為野外勘查從佛光山沿著堤岸至溪埔，觀察河兩岸的生態，發覺到：  

  (一 )河的右岸~高雄端大都為雜草，如芒草和低矮灌木叢；而河的左岸~屏東端則以

沙洲地較多，種植一些農作物，甚至有些開挖成魚塭。  

  (二 )野外勘查時，正值高屏溪枯水期，所以會利用這時期來進行清沙工程。  

  (三 )高屏溪在佛光山段的流向是向右偏向高雄端；一直到溪埔段時，則想左偏向屏

東端→與研究區段之衛星圖相符合。  

  (四 )表 1 及表 2 為本次模擬水沖刷實驗之水流量參照表，經多次模擬試驗，找出本

實驗所需的水流量。  

表 1  高屏溪主、支流歷年流量統計表 

 

※節錄自 107 年高屏溪流域管理工作執行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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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量、流速、管徑對照表 

LPM 

(水流量) 

流速(m/s) 

0.1 0.15 0.2 0.3 0.5 1 2 3 4 5 

4 分管 

(16mm) 
1.2 1.8 2.4 3.6 6.0 12.1 24.1 36.2 48.3 60.3 

節錄自 https://www.lorric.com/tw/WhyLORRIC/Flowmeter/flow-rate-flow-velocity-pipe-diameter 

五、模擬水沖刷實驗 

(一) 實驗數據假設 

    1.本研究模擬沖刷水量，依照表 1 高屏溪歷年流量做參考，依據豐枯水期及最大瞬流量作為

極端氣候下的水流量進行測試；模擬過程中，DTM 是依據五千分之一模型進行製作，因此

地形模型比例為 1：5000，故沖刷模擬也是取 1：5000 進行模擬；但因為模型容積為

120*120*13=187200 立方公分，相當於 187.2 公升，所能容納的水量無法太多，因此經過

數次實驗，小水沖刷的水量符合最小日流量的水量，大水則取流道可容納的最大值，超級

大水取流道可容納的最大值的 2 倍進行實驗。 

    2.根據流量(LPM)及流速(m/s)及管徑的關係，可以得知以下公式﹕ 

    

 

 

    3.本研究數據如下﹕ 

  (1)管內徑：16mm 

  (2)水量：19 公升 

  (3)小水沖刷時間：80 秒 

  (4)大水沖刷時間：42 秒 

  (5)超大水沖刷時間：23 秒 

    4.本研究三種沖刷模式計算水流量如下 

     (1)模擬小水流量 

       對照表二，LPM=19 公升/1.3 分鐘=14.61，做內插，得出小水的流速為 1.20，帶入流量公

式後計算結果如下 

 

流量=管截面積×流速 

管截面積= 
ID2 

4 
×π        ID 為管內徑，π 為 3.14 

流量(m3/s)= 
0.0162 

4 
×3.14×1.2×5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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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模擬大水流量 

       對照表二，LPM=19 公升/0.7 分鐘=27.14，做內插，得出小水的流速為 2.24，帶入流量公

式後計算結果如下 

 

     (3)模擬超級大水流量 

       對照表二，LPM=19 公升/0.38 分鐘=50，做內插，得出小水的流速為 4.15，帶入流量公式

後計算結果如下 

   

(二) 模擬小水沖刷樣態 

      1.模擬高屏溪枯水期水量，由於水量少，沖刷力道不足，再加上河道上泥沙量多，因此形

成辮狀河道，與高屏溪實際河道的形狀相符；在枯水期期間，河水皆無溢堤情況發生。 

      2.在河道的中間區域，形成大量的堆積，是為沙洲(J(1,4) K(1,4))，如圖 18 箭頭所示，與實

際高屏溪枯水期的情況相同，如圖 30。 

 

                     圖 30 高屏溪枯水期河道的中間區域形成沙洲地形 

      3.由於到了下游處河道偏向屏東方向彎曲，在屏東端形成河流地形中的凹岸，在河水行徑

中會承受較大的沖刷力道，因此很明顯地在屏東端的河岸(L,5)這一區，泥沙被大量搬運

帶走；靠近高雄端下游處，河水沖蝕力道也較強，河道上殘留的沙土較少(J,6)，如圖 19

箭頭所示。 

   (三) 模擬大水沖刷樣態 

      1.模擬高屏溪豐水期水量，與枯水期河道樣子相比，可以看到河道沙洲位置改變，流路也

有改變，可見在自然情況下河道內的流路不定，此為辮狀河道特徵；在模擬過程中，少

流量(m3/s)= 
0.0162 

4 
×3.14×2.24×5000=2.25        

流量(m3/s)= 
0.0162 

4 
×3.14×4.14×5000=4.15        



16 

 

部分區域河水溢堤，代表兩岸淹水，表示在豐水期當水大的時候會有淹水的問題。 

       2.河道中央依然有沙洲堆積，但在河道中央出現一條新的流路，較下游處沙洲中央往下

微凹，形成另一條退水後的流路((K,11)~(K,16))，如圖 22 箭頭所示 

        3.下游處河道偏向屏東方向彎曲，在模擬過程中可以看到河水對屏東堤岸的沖刷很明顯。

再加上屏東端的地勢較低平，造成屏東端靠近河道部分有淹水的情況發生，如圖 21 箭

頭所示。 

        4.中游處接近佛光山一帶，模擬過程中河水對高雄岸沖刷較嚴重，從圖 21 都可以看到大

水時的流路較為靠近高雄端，也使得高雄端佛光山一帶有淹水的情況發生；此段往南

河水流路偏向河道中央與屏東端，所以高雄端下游處沒有淹水情況發生，沿岸泥沙淤

積也較明顯。 

    (四)超級大水沖刷 

  1.模擬高屏溪颱風時水量，河水完全溢出河道向兩旁淹沒，高雄端堤防處因為有堤防減緩

流速關係，水退之後可看到明顯的泥沙淤積。 

  2.屏東端因為地勢低平，所以在洪水氾濫時整個被淹沒，洪水越過堤防往後淹，一直淹到

更上面斜坡處才停止，堤岸前更遺留了大量氾濫後的泥沙，如圖 25 所示；由此可見淹

水地區以前為行水區，後來行水區被人類改為農田耕作或該為魚塭養殖，甚至還有零星

住家，但在洪水氾濫時，就算有堤防也難防被洪水淹沒的情況發生。 

  3.高雄端部分，佛光山附近一帶被洪水淹沒，模擬時也有房子被沖走，堤防也被水沖擊的

變形，如圖 23 及圖 24 所示，對照實際情況，該區在莫拉克風災時堤防潰堤，佛光山前

停車場整片被大水淹沒，與本研究實驗情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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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對風災前後的河道改變~ 擷取自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數位典藏中心:嶺口~佛光山影圖及圖 31。 

  

災前高屏溪斜張橋(20051123 拍攝)，高屏溪

九如─佛光山河段，莫拉克颱風洪水來襲前完

整的畫面。 

災後高屏溪斜張橋 (20091214 拍攝)，九如─ 

佛光山段河堤潰決氾濫成災。 

  

高屏溪畔佛光山莫拉克颱風災前之景緻（攝

於 2005 年 11 月 23 日） 

佛光山─斜張大橋間高屏溪堤防八八水災毀

損情形 

  

大樹地區台 21 線以下洪水漫溢 台 21 線大樹國小淹水 5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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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高屏堰河段歷年河道變遷總圖 

(節錄自 https://www.wrasb.gov.tw/Uploads/pi/10 高屏堰因應河床整體淤高穩定取水策略.pdf)               

七、參訪高雄市大樹區『高屏溪攔河堰中心』 

   (一)簡報 

   1.帶來大量泥沙，使水濁度升高。 

   2.風災造成河川流量加大及淹水。 

   3.台灣地質脆弱，颱風豪雨過後，砂石大量湧入河川，造成河川多砂，而泥沙經常淹沒攔

河堰取水口，使取水困難。 

   (二)觀看橡皮壩攔河堰 

       1.橡皮壩解說 

         是一種用於阻擋河川水流的水利工程構造物。充氣橡皮壩顧名思義便是在河道上安裝

一種當充氣時，便會鼓起阻擋水流的橡皮製水閘門，而當橡皮壩消氣時，水流便會直接

通過橡皮壩上方，並不會對河道產生阻礙。其主要用於灌溉、蓄水與防洪排水等用途。 

      2.橡皮壩優缺點分析，如表 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5%B7%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88%A9%E5%B7%A5%E7%A8%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A1%E7%9A%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98%E9%96%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8C%E6%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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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橡皮壩優缺點分析比較 

優點 缺點 

(1) 建造成本相較於混凝土結構的水壩來的更低 

(2) 具有非永久性阻擋水流、不漏水、抗震性能

強、對基地要求低及施工期間短 

(3) 在洪水期間自動倒伏渲洩洪水，防止攔河堰

上游水位過高，形成洪水氾濫的狀況 

(1) 由於其外皮是由橡膠組成，因此容易受到

河川所夾帶的砂石劃破及磨損 

(2) 使用壽限相較於一般的混凝土結構攔河

堰來的更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87%9D%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A3%A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AA%E6%B0%B4%E6%B0%BE%E6%BF%A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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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一、全球環境變遷，氣候異常造成許多極端事件，如降雨型態的改變，極端集中，使水資源流域

空間面臨極大風險與嚴重衝擊。 

二、台灣的地形陡峭，河川坡度大，上游集水區地質較脆弱，加上森林區濫墾濫伐，使得表土沖 

    蝕顯著，一旦風災來臨，整個泥沙往中下游沖刷，造成河道淤積。特別是梅雨或颱風雨等風

災，其雨量強度高，總雨量也非常驚人，加上河道陡急，水流湍急，瞬間洪水夾帶大量泥沙

往中下游移動，造成洪災。 

三、高屏溪是全台流域面積最大，也是豐枯變化最劇烈的河流，再加上多元族群在此生存與遷

徙，也同時孕育出磅礡不凡的文化特色。高屏溪流域之地層與地質構造大致呈北北東—南

南西走向延伸，其流域內地形大致由東北向西南遞減，高度落差近千公尺，而流域環境有

著高度差異，地形坡度陡峭，流域內坡地土壤分布主要以沖積土及石質土為主。每逢颱風

暴雨極易造成山區及中下游地區發生重大土砂災害及洪患水災。 

四、2009 年莫拉克風災造成高屏溪近 50 年來最嚴重土砂、漂流木、洪水、河道淤積及淹水等多

項災情，同時發生的複合型災害，讓流域完全走樣，大小崩塌地，超過一萬個，河道變窄

與流路改變，如圖 31。風災帶來的豪雨，使溪水暴漲、河堤沖毀，造成水災，沖毀房屋、

建築物，並損毀流域周邊農田及養殖魚塭。 

五、本組在模擬水量沖刷實驗時，也可發現到水流的不穩定性，而於河道流路中淤積，將造成流

路出現分岐狀態。此分岐之流路交匯後，受到交匯口下游處水、砂之交互影響，導致泥砂傾

向於交匯處落淤，進而形成沙洲並使流路再次分離，形成辮狀河道。 

六、當風災帶來的豪雨，不斷匯入河道，當匯入河道的速度大於河道(將水往下游輸送的速度時)，

水位抬升超過警戒線或堤防，會溢流而出形成災害。因此風災帶來大量泥沙使河道淤積，導

致水流量變化大、不穩定，枯豐期顯著；甚至帶來大量泥沙，使濁度升高，造成取水困難。

且導致河道兩岸生態改變、河川高灘地增加及河道寬度縮小。 

七、河川高灘地具有滯洪的功能，若超限利用對河川兩岸土地調節洪水的能力會降低。而近十幾

年來，高屏溪的高灘地利用變本加厲，興建溫室、魚塭，束縮河道僅剩幾百公尺的深溝，造

成對橋樑的沖刷侵蝕，進而河床掏空、橋墩基樁裸露嚴重，易威脅橫跨高屏溪之橋樑安全性。 

八、隨著極端氣候變遷、水文條件改變與莫拉克風災發生後，高屏溪流域上游尚未處置之大量崩

塌土石..等問題，在高屏溪河段或高屏溪攔河堰河段的整治上，仍需面臨極大挑戰。 

九、最後建議在高屏溪劃出潛勢區，進行災害風險評估，增進風險溝通，以減緩極端氣候造成      

的衝擊。甚至全面收回高灘地，徹底檢討劃設土石流警戒區，嚴格稽查河川上游水土保持是

否完善，特別是遏止盜採砂石之破壞性行為，以穩定高屏溪流域及堤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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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因素與未來展望 

◎本實驗限制因素： 

  1.河流各段土質不同，對沖刷的耐受度也不同。 

  2.無法完全模擬洪水沖刷的情況。 

  3.河床深度無法模擬。   

4.模型表面和實際狀況不同(如有植被...等)。 

5.無法完全模擬堤防的功能(因為用小石頭堆成的提防和真實的有差別)。   

6.河岸是固定的，不具有被沖刷性。 

7.模擬水流沖刷的水和現實不同(如水中可能有泥沙、漂流木...等) 。  

◎未來展望： 

1.模擬河岸無須全部使用保麗龍製作，可保留一部份用沙土堆成，較能還原真實情況中水流對

河岸的沖刷。  

2.在模型的表面上，可增置一些人工草皮、樹枝、砂石，以模擬植被狀態。 

3.在模擬沖刷的水中，可加入一些砂石和樹枝(漂流木)，以貼近模擬真實情況。 

4.堤防可改用小塊磁磚緊密排列，後面在堆置鋪陳一些砂土，模擬河堤真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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