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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風災?

風災指由強風引起的災害，通常包括颱風、龍捲風、暴風、狂風等自然災

害。風災引起的災害包括風暴潮、洪水、土石流、山崩等，以及風力破壞

建築物、電力設施、交通工具等基礎設施的能力。風災對人類生命財產和

環境都造成巨大影響，因此預防風災、減輕風災影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常見的風災-颱風

颱風，也稱熱帶氣旋、熱帶風暴或臺灣風，是一種發生在熱帶海

洋上的強烈氣象現象，是由低氣壓系統形成的旋轉性氣旋風暴。

颱風通常伴隨著強大的風力、暴雨和海洋波浪，可能對人類社會、

經濟和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



二、常見的風災-颱風

颱風的形成通常需要一些特定的氣象條件，包括足夠的海洋溫暖、

大氣穩定性較低、高濕度、低垂直風切變等。當這些條件滿足時，

一個低氣壓系統可能在熱帶海洋上形成，並在一定的環流條件下

逐漸發展成颱風。



二、常見的風災-颱風

颱風通常有強烈的風力，風速可能超過每小時120公里甚至更高，

可以引起房屋倒塌、樹木折斷、電力中斷和交通中斷等嚴重災害。

暴雨是颱風的另一個主要特點，可能導致洪澇、泥石流、山體滑

坡等災害。此外，颱風還可能引發海洋風暴潮和海嘯，對沿海地

區和海洋生態環境造成威脅。



二、常見的風災-颱風

為了應對颱風，各國通常設置了氣象監測和預警系統，通過氣象

衛星、氣象雷達、氣象氣球等手段進行颱風的監測和預報，並發

佈相應的預警資訊。公眾需要密切關注氣象部門發佈的颱風預警

資訊，並採取相應的防護措施，如撤離危險區域、加固房屋、儲

備應急物資等。政府和救援機構需要做好颱風應急救援和災後重

建工作，包括緊急疏散、救援和災後恢復，以減輕颱風對人民生

命財產和社會經濟的影響。



二、常見的風災-龍捲風

龍捲風是一種強烈的旋轉氣流，通常形成於大氣中的對流層，可

以造成巨大的破壞。龍捲風通常在暴風雨、雷暴或颱風等氣象系

統中出現，其形成需要一定的氣象條件，包括垂直風切、不穩定

的大氣、低層的潮濕和高層的干燥等。



二、常見的風災-龍捲風

龍捲風的形狀呈漏斗形，從地面或水面開始向上伸展，並且隨著

時間推移而逐漸加強。它的旋轉速度非常快，最高可以達到每小

時500公里以上，可以破壞建築物、樹木和車輛等物體，對人類和

動植物都構成極大的威脅。



二、常見的風災-龍捲風

對於預防龍捲風，建立龍捲風預警系統和加強民眾的防災意識都

是非常重要的。當龍捲風發生時，應立即就近躲避到安全地方，

遠離窗戶和玻璃等易碎物品，以減少受到傷害的風險。



二、常見的風災-暴風

暴風，是一種強烈的氣象現象，通常伴隨著猛烈的風力和可能的

降水。暴風通常發生在氣象條件不穩定的大氣環境中，可以造成

廣泛的影響，包括對人類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造成破壞。



二、常見的風災-暴風

暴風可以是多種氣象現象引起的，例如颱風、颶風、龍捲風、沙

塵暴、雷暴等。暴風通常具有極高的風速，可能造成房屋倒塌、

樹木折斷、電力中斷、交通中斷、水域攪渾和浪湧等嚴重災害。

暴風還可能引發洪澇、泥石流、海嘯等次生災害，對農田、林木、

交通運輸、航空、港口、電力、通訊和水資源等基礎設施和社會

經濟活動造成嚴重影響。



二、常見的風災-暴風

暴風通常會伴隨著預警資訊和警告，以提醒公眾採取必要的防護

措施。在面臨暴風威脅時，公眾應密切關注氣象部門發佈的天氣

預報和預警資訊，遵循當地政府和救援機構的指導，迅速採取行

動，確保人身安全。政府和救援機構應做好暴風應急管理和災後

恢復工作，包括疏散、救援、災情評估、重建和恢復等，以減輕

暴風對人民生命財產和社會經濟的影響。此外，應加強氣象監測

和預警系統，提高暴風的預測和預警能力，提高公眾的災害防範

意識和應急回應能力。



二、常見的風災-狂風

狂風是指強度較大的風，通常指風速超過每小時20公里或更強的

風。狂風可以造成建築物損壞、樹木倒塌、海浪激增、交通中斷

等影響，同時也會對人類和動植物的安全帶來威脅。



三、造成的災害 - 風暴潮

風暴潮，又稱風暴湧或潮湧，是一種氣象災害現象，通常指在氣

象暴風（如颱風、颶風）影響下，由於強大的風力和低氣壓引起

的海洋水位異常升高。風暴潮往往伴隨著強大的風力和大量的降

水，可以對沿海地區造成嚴重的破壞。



三、造成的災害 - 風暴潮

風暴潮通常是由風暴引起的氣壓差所致，強大的風力在海面上形

成巨大的波浪，並將海水推向岸邊，導致海洋水位迅速上升。風

暴潮的高度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風暴的強度、移動速度、氣象

條件、地形和海洋地理等。風暴潮對沿海地區的影響包括海水侵

入內陸、沿岸地區的淹沒、建築物和基礎設施的破壞、船隻和港

口設施的受損等。



三、造成的災害 - 風暴潮

面對風暴潮的威脅，當地政府和居民應密切關注氣象部門發佈的

天氣預報和風暴潮警告資訊，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包括撤離沿

海低窪地區、加固建築物、避免靠近海岸線、採取防護措施保護

港口設施和船隻等。政府和救援機構應做好風暴潮的應急管理和

災後恢復工作，包括疏散、救援、災情評估、重建和恢復等，以

減輕風暴潮對人民生命財產和社會經濟的影響。此外，應加強海

洋監測和預警系統，提高風暴潮的預測和預警能力，提高公眾的

災害防範意識和應急回應能力。



三、造成的災害 - 洪水

洪水是由於降雨量過大、河流湖泊水位上升或水庫超負荷排

放等原因，導致水體超出容納範圍而泛濫形成的自然災害。洪水

通常會對周邊地區的建築物、農田、交通工具、人員等造成嚴重

的損失和影響。洪水的威脅性和破壞性非常大，是世界上最為常

見和致命的自然災害之一。



三、造成的災害 - 洪水

洪水是由於降雨量過大、河流湖泊水位上升或水庫超負荷排

放等原因，導致水體超出容納範圍而泛濫形成的自然災害。洪水

通常會對周邊地區的建築物、農田、交通工具、人員等造成嚴重

的損失和影響。洪水的威脅性和破壞性非常大，是世界上最為常

見和致命的自然災害之一。



三、造成的災害 - 洪水

洪水發生的原因有多種，如強降雨、冰川融化、河流堆積等

因素都可能導致洪水的形成。氣候變化和人為活動也是洪水發生

的重要因素，如城市化進程中大規模的建設活動，以及環境污染

和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的破壞等都會增加洪水的風險。



三、造成的災害 - 洪水

在洪水發生時，人們應盡可能避免到洪水深度較大的地方行

走或開車，同時要關注天氣預報和當地防災部門的通知，及早撤

離或躲避到高處或安全地帶，減少受災人員和財產損失。對於洪

水的防範和應對，可以採取多種措施，如加強河道治理、建立排

水系統、加固防洪堤等。在遭受洪災時，及時提供必要的救援和

物資支援，幫助災民渡過難關，是非常重要的人道主義行動。



三、造成的災害 - 土石流

土石流是一種山區或丘陵地區常見的自然災害，是由於暴雨

或融雪等天氣現象，導致山坡或山谷中的大量土石、泥沙等材料

被水沖刷而形成的流動物質。土石流的特點是速度快、覆蓋面積

大，且有著強烈的破壞性和威脅性，容易對沿途建築物、農田、

道路等造成巨大損失，甚至威脅人命安全。



三、造成的災害 - 土石流

土石流的形成和發展需要一定的地形和氣象條件，如地形陡

峭、山體裸露、土壤脆弱、植被稀疏、降雨量大、雨水持續時間

長等因素都容易導致土石流的發生。對於土石流災害的預防和應

對，可以採取多種措施，如植被保護、山體固定、排水渠建設等，

同時要加強對災害風險的認識，以便在土石流發生時及早撤離，

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三、造成的災害 - 土石流

在遭遇土石流時，人們應迅速躲避

到高地或安全地帶，避免涉水行走，以

免被沖走。同時，當發現山體裂縫、水

位急劇上升、土石滑動跡象等，應及時

報警並遵從當地防災部門的指示。



三、造成的災害 - 山崩

山崩，又稱山體滑坡或山體崩塌，是指山體表面或內部的土

石鬆散物質在重力作用下失去平衡，沿著一定的滑動面向下滑動

或崩塌的現象。山崩通常是自然災害中的一種，可以由多種原因

引起，包括地震、降雨、雪崩、冰川融化、人類活動（如採礦、

建築、道路開發等）等。



三、造成的災害 - 山崩

風災（如颱風、龍捲風等）可能導致山崩的情況比較罕見，因為

風力通常不足以直接引起山體滑動或崩塌。然而，風災可能會通

過其他方式間接導致山崩的發生。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情況：



三、造成的災害 - 山崩

● 風災引發降雨：風災通常伴隨著大量的降雨，特別是颱風等
強烈風暴。降雨過多過大可能導致山體飽和，增加了山體滑
動或崩塌的風險。

● 風災導致地面鬆動：強烈的風力可以在山體表面或地面上造
成震盪和振動，從而可能導致地面鬆動，進一步削弱山體的
穩定性，增加山崩的潛在風險。

● 風災破壞植被：強風可能破壞山地植被，特別是樹木的根系。
植被對於山體的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減緩土壤侵蝕和
土壤水分的流失。當植被被破壞時，可能導致土壤的失穩，
從而增加山體滑動或崩塌的風險。



三、造成的災害 - 山崩

為了減輕山崩帶來的災害風險，需要採取一系列的防災減災

措施，包括山地規劃和用地管理、監測和預警系統的建設、斜坡

穩定措施的採取、避免人類活動對山地環境的破壞、提高公眾的

山地災害防範意識等。在山崩發生後，應及時組織救援和搶險工

作，評估災情、疏散受威脅人員、做好災後恢復和重建工作，並

加強對潛在山崩災害的監測和預警，提高山地災害管理和應急回

應的能力。



四、如何防治

防治風災通常涉及多方面的措施，包括預警系統、建築物設

計、基礎設施建設、生態保護等。以下是一些常見的防治風災的

方法：



四、如何防治

1. 預警系統：建立有效的風災預警系統，包括氣象監測和預報，

以及向公眾發佈及時、準確的風災預警資訊，説明人們及時

做好防護措施和應急準備。

2. 建築物設計：在高風災區域，建築物應根據風災的特點進行

設計，例如使用耐風的建築材料、採取風速抗風設計、加固

建築結構等，以提高建築物的抗風能力。



四、如何防治

3.  基礎設施建設：對於關鍵的基礎設施，如電力、通信、交通

等，應進行抗風設計和抗災設備的設置，以減輕風災對基礎設施

的破壞程度，提高災後的恢復能力。

4.  生態保護：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特別是植被，對於減輕風災

的影響具有重要作用。植被可以降低風速，減少風對土壤的侵蝕，

提高土壤的抗風性。因此，合理的植被管理和生態保護措施可以

幫助減輕風災的影響。



四、如何防治

5.  社會宣傳和教育：通過社會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對風災的

認知和防護意識，引導人們採取正確的防護措施和應急準備，減

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6.  災後救援和恢復：在風災發生後，及時進行災後救援和災後

恢復工作，包括緊急救援、災後評估、搶修基礎設施、重建建築

物等，以便儘快將災害影響降到最低並恢復正常生活秩序。



五、心得

總而言之，風災是一種自然災害，指的是強風引發的災害，

包括颱風、颶風、龍捲風、暴風等。風災可能造成嚴重的人員傷

亡、財產損失、基礎設施破壞、生態環境受損等問題，對社會經

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防治風災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涉及到多方面的措施。以下是一些關鍵的心得



五、心得

1.  預防為主：預防是最有效的防治風災的方法。建立完善的氣

象監測和預警系統，及時發佈風災預警資訊，提醒公眾做好防護

措施和應急準備，能夠最大程度地減輕風災的影響。

2.  整體規劃：防治風災需要綜合規劃，包括建築物設計、基礎

設施建設、生態保護等方面。合理規劃和設計建築物，採取抗風

措施，加固基礎設施，保護生態環境，能夠提高社會抗災能力。



五、心得

3.  全員參與：防治風災需要全員參與，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

政府應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加強監測預警和災後救援工作；

社會組織應積極參與防災減災宣傳、教育和應急救援；個人應增強防災

意識，掌握防護技能，做好家庭和個人的防護措施。

4.  災後救援與恢復：災後救援和恢復工作同樣重要。在風災發生後，

要迅速展開救援行動，包括救助被困人員、搶修基礎設施、提供緊急物

資等；同時，要及時評估災情，制定恢復規劃，重建受損的建築物和基

礎設施，幫助受災群眾儘早恢復正常生活。



六、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