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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賀伯颱風造成嚴重的土石流災害，帶給我很大的震撼！接著 1999 年

九二一大地震、2001 年桃芝颱風，造成大量的損失與傷亡，更讓我覺得腳步要

加快！」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終身特聘教授陳樹群，為國內災害防治先鋒，

二十六年來，全心投入堰塞湖、坡地災害防治工法的研發，設立全球首創原尺

寸土石流及堰塞湖實驗場，開發「會呼吸的防砂壩」，希望找到一條兼顧防災與

生態的路，近期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走入鄉野 為國人的安居樂業貢獻心力 
1991 年陳樹群教授至中興大學服務，初期以理論研究為主，直到賀伯颱風襲台

造成嚴重的災害，才讓他意識到過去做的研究都只是紙上談兵，他應該要做一

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於是開始走入鄉野，了解土石流的災害成因，同時與水

土保持局合作，聯合北中南學者，建立起全台 500 多個土石流社區的疏散避難

輔導，提供各家戶防災地圖、教導避難知識。 
 
「2001 年桃芝颱風時，疏散避難發揮了一些成效，更讓我覺得投入民生研究是

有意義的。」2017 年南投東埔蚋溪堰塞湖堵河，陳樹群教授當天即趕到當地輔

導居民，其中有一家人逃出時，女兒抱棉被、阿嬤帶電鍋、阿公帶著祖先牌

位，那一幕令他印象深刻，人們在最危急的時刻，帶上了最重要的東西。他看

見了生命的傳承，也更加確信自己有責任為臺灣人的安居樂業貢獻心力。 
 
研發會呼吸的防砂壩 防災與生態共存 
興建防砂壩是國內外防範土砂災害最普遍的作法，然而經過五年、十年，上游

地質安定後，拆不掉的壩體，反而成了阻礙生態發展的緊箍咒。災害防治的過

程中，屢屢引起環保團體的抗議，陳教授開始思考，如何找到一條防災與生態

共存的路。他因而開發出可調柵欄式防砂壩，亦稱為會呼吸的防砂壩。 
 
「以往防砂壩的興建都是永久性的，蓋了就不會拆，但我認為蓋壩時，就要想

到如何拆壩。」會呼吸的防砂壩，概念就像積木，在水泥基座上，建造可調式

柵欄，透過土砂崩塌情況監控，上方地質穩定時，可以逐步拆卸，有需要時再

裝回去。 
 
陳教授指出，工法並不難，但最難突破的是觀念。2006 年可調柵欄式防砂壩取

得專利，他開始到處演講推廣，但在國內並未獲太大重視，2009 年他放棄專利

權，希望這項屬於民生的專利提供給大家使用。直到 2011 年，亞洲第一大、世

界第三大鋼鐵集團日鐵公司，特地來臺請求技術授權，這項技術才開始受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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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當時陳教授無償技轉，日鐵公司為感謝陳教授，特地在中興大學惠蓀林場

興建一座依照其構想打造的調整式防砂壩，價值約 8 百萬元，這也是臺灣第一

座可拆解的防砂壩。 
 
近五年來，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全力推廣，目前國內有超過 15 座調整型防砂

壩，包含新竹尖石鄉媒源二號橋上游野溪、宜蘭大同鄉德荃橋野溪、屏東恆春

鎮三台山野溪、高雄桃源區東庄溪等。而新式壩體也獲得環保團體高度認同，

給予正面肯定。 
 
全球首創原尺寸土石流及堰塞湖實驗場 開放資源供國內外使用 
惠蓀林場蘭島溪上游有農田水利會能高水圳通過，2012 年陳樹群教授利用水圳

流量可調整的特性，建構全球唯一原尺寸土石流及堰塞湖觀測站，分析堰塞湖

潰決的即時三維水流與潰口三維地形演化，並研發監測儀器；分析壩潰決與洪

水之聲波配合地震信號應用於即時偵測等。這些大尺寸且精密的觀測實驗，除

了帶動第一流的科研外，同時也提供政府防災應變的依據。陳教授表示，臺灣

坡地防災研究是非常前端的，而這一個全球獨有的實驗場域，也吸引多山國家

學者如日本、奧地利、義大利、瑞士等，前來合作實驗，實驗站同時開放台

大、交大、成大等國內大學架設儀器，共享資源。水土保持局近年亦投入經

費，協助改建為環境教育場地。 
 
懷抱感恩的心 投入研究回饋社會 
陳樹群教授 1982 年畢業於興大水保系，1991 年返回母校任教。他自謙的說：

「我是一個資質駑鈍，澎湖鄉下長大的孩子，能夠在中興大學任教，已懷抱非

常感恩的心，大二、大三時就立志未來的工作是為河川把脈。」因此一路以

來，他一直歡喜投入水與土相關的研究，慶幸的是，能夠看到社會的需求，並

將研究方向調整到解決社會需求。對他而言，得獎固然是一種肯定，但他這輩

子過得很快樂，因為解決了很多實際的問題，包含各類發明專利的免費授權、

水砂交互機制的研究、坡地生態環境的維護等，未來也將持續懷抱著感恩的

心，回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