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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風之地：濁水溪下游的沙塵暴問題 

雲林縣二崙鄉位於濁水溪南岸，是我從小成長的地方，每當冬天回到老家的

路途中，常常發現眼前瀰漫著大量的沙塵（圖 1），空氣品質之差可見一斑。不

過，在我的印象中沙塵暴通常只在沙漠中發生，沒想到在家鄉也能夠觀察到這個

現象，再加上自己對這個自然現象的好奇，因而想要更加了解沙塵暴在家鄉的成

因，並探討沙塵暴對於環境的影響，以及政府和當地居民面對這樣的困境，所做

出的調適措施。 

  

 

 

濁水溪流域下游的沙塵世界怎麼形成？ 

濁水溪是臺灣最長的河流，灌溉著廣大的濁水

溪沖積扇平原，長期供給彰雲地區的農業與生活所

需之水。不過，由於其自身水文環境的特殊性，加

上人類開發過程對水力的需求，使得濁水溪下游平

原區的自然環境逐漸產生了改變，進而引發的一系

列的環境問題，而嚴重的沙塵暴便是其中之一。 

濁水溪沙塵暴的形成原因大致可分為自然因

素與人為因素兩大類。在自然因素方面，因為臺灣

中南部地區夏雨冬乾的降水特性，在冬、春之際特

別容易缺水，進而導致河道水位降低、河床乾枯，

大面積裸露的河床再加上強勁東北季風的吹拂，河

床上堆積的細小的顆粒便隨風揚起（圖 2、圖 3）。 

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人為因素更加劇了沙塵

暴的問題。主要可分為兩大面向：一是中上游水壩

圖 1 濁水溪下游的河川揚塵嚴重影響

著鄰近地區居民的日常（作者親攝於

2024/12/21） 

圖 2 濁水溪下游的裸露河床，容易揚

起細小的沙塵（作者親攝於 2024/12/21） 

圖 3 濁水溪下游地區於每

年秋、冬季盛行東北風時好

發揚塵（環境部，20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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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建，減少了河水流量與河灘水覆率，二是農民在河灘大量種瓜種菜，耕作期

間翻動土壤所引起。從日治時期開始，開發者便看中濁水溪集水面積廣闊、水量

充沛的優勢，從 1920 年代起於濁水溪南岸開始興築的「濁幹線」（濁幹線為嘉南

大圳工程的一部分），完工後開始取水供給濁水水利發電所發電之用，但也導致

濁水溪枯水時期的水流量減少，集集攔河堰興建啟用之後截斷水流，使得揚塵問

題雪上加霜。 

此外，當地農民利用濁水溪河灘地大量種植的農作物（圖 4），由於其對於

土壤的抓地性不足，使得風一吹過來，塵土就開始紛飛。以上種種自然與人為因

素的交織影響，最終塑造出今日所見濁水溪下游的沙塵世界（圖 5）。 

 

 

 

 

河川揚塵對濁水溪下游地區造成的影響 

乾沙由北往南吹化為塵暴，使得二崙、崙背、麥寮、台西等鄉鎮陷入沙塵世

界（圖 6），因此當地的空氣品質在冬天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AQI數值高於 100，

代表當日空氣品質不良，而且可能對呼吸敏感族群的健康造成影響，再加上當地

圖 4 濁水溪下游農民種的西瓜田，由於西瓜對於土地的抓覆性不高，因此在風

吹來時容易揚起沙塵，進而使濁水溪附近地區的沙塵暴更為嚴重（作者親攝於

2024/12/21） 

圖 5 濁水溪下游沙塵揚起造成視野朦朧的模樣（作者親攝於 202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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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多都是老人或者小孩，他們的呼吸道較為脆弱，使得他們為了保護自己需要

戴著口罩外出。 

除了對於老人小孩的影響外，對於開車經過的人也會使他們的車上佈滿著許

多沙塵，造成後續清洗的麻煩（圖 7）。對於當地居民也有許多的不便，他們必

須要定期清掃家裡傢俱和車子，否則會積上一層厚厚的沙。 

  

 

 

延伸探討：政府對於當地沙塵暴的解決作法 

環保署曾於民國 95 年於濁水溪進行抑制揚塵施工法效益評估，證實稻草覆

蓋與植草，可減少約 41.6%揚塵；跳島式工法約可固定 5 至 7 台 21 噸砂石車的

載沙量；噴灑三仙膠定沙則可膠結 1個月左右。不過，這些工法雖可達到短期抑

制揚塵效果，但遇颱風汛期則容易被沖毀，要長期維持仍較為困難。 

民國 107 年開始，行政院核定兩期行動方案，透過「水利」（如：水覆蓋、

綠覆蓋工法）、「造林」及「防災應變」等作為，在各部會與地方政府的努力下，

揚塵事件日由 106年的 59日降至 109年起只剩不到 10次，接續幾年更持續穩定

維持不到 5次，整體減少次數超過 9成，顯示揚塵防制已見成效。 

結語 

今日濁水溪下游沙塵暴的問題，不僅透露了環境的變遷，也蘊含著當代人地

互動的縮影，裸露多沙的河床、力量強勁的季風、水力開發的需求、農業活動的

干擾，都使得濁水溪下游流域周邊的土地成為風沙肆虐之地。近年在政府的多方

努力之下，沙塵暴的問題已有所改善，不過對於居民的影響並未完全消失，未來

居民該如何與沙塵共存，仍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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