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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災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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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日本九州豪雨事件



NTU●WCDR

事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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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氣象廳： http://www.jma.go.jp/jma/press/2007/04a/kaisetsu2020070406.pdf ；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0/07/06/asia/japan-flooding-kumamoto-kagoshima-intl-hnk/index.html

 7月4日4時50分日本氣象廳發布特別警報情形

• 時間：2020年7月3日

• 地點：日本九州地區

• 事件描述：自7月4日起日本氣象廳開始針對熊本縣、鹿耳島縣

發布大雨特別警報，多處河川溢淹、潰決，至18日共造成77人

不幸罹難，氣象廳將其命名為「令和2年7月豪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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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ma.go.jp/jma/press/2007/04a/kaisetsu2020070406.pdf
https://edition.cnn.com/2020/07/06/asia/japan-flooding-kumamoto-kagoshima-intl-hn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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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罹難者中有65名來自熊本縣(佔罹難者84%)，其中25位球

磨村居民，受災情形最嚴重為一處「千壽園」養老院，院內有14

名年長者因球磨川氾濫，逃避不及而不幸喪生。

災情描述 (1/4)

4

↑受災情形↑
↓4日晚間淹水部分消退↓

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九州地方整備局：http://www.qsr.mlit.go.jp/bousai_joho/bousai200710.html

http://www.qsr.mlit.go.jp/bousai_joho/bousai200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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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描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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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球磨川流域附近的雨量觀測站資料顯示，以神瀬雨量觀測

所、人吉(氣象)雨量觀測所，每時段區間監測雨量，皆明顯高於歷

史紀錄，其中24小時累積雨量，神瀬雨量觀測所測得534毫米，

與歷史紀錄高出將近兩倍的累積雨量(昭和40年：262.1毫米；昭

和57年：271毫米)。
球磨川流域雨量概況

 昭和40年7月 昭和57年7月 令和2年7月(此次事件)
球磨川西瀨橋受災情形

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九州地方整備局：http://www.qsr.mlit.go.jp/bousai_joho/bousai200710.html

http://www.qsr.mlit.go.jp/bousai_joho/bousai200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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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描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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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九州地方整備局：http://www.qsr.mlit.go.jp/bousai_joho/bousai200710.html

水系名 河川名 觀測站名
此次事件

最高水位(m)
觀測史上

最高水位(m)

球磨川 球磨川

萩原 5.28 7月4日12:20 4.70 （S40.7.3）

大野 15.99 7月4日 14:30 14.73 （S57.7.25）

渡 12.88 7月4日 7:30 11.00 （S57.7.25）

人吉
大橋

5.07 7月4日 7:30

7.25 7月4日 9:50

5.05 （S40.7.3）
-

一武 6.17 7月4日 7:30 4.32 （S57.7.25）

多良木 4.04 7月4日 7:00 3.53 （H5.9.3）

筑後川 筑後川

片ノ瀬 10.52 7月7日 11:00 10.30 （H29.7.5）

荒瀬 7.90 7月7日 9:10 7.35 （H24.7.14）

小渕 5.39 7月7日 8:30 4.61 （H30.7.7）

杖立 9.92 7月8日 0:00 9.36 （H2.7.2）

大分川 大分川 同尻 6.40 7月8日 0:50 5.50 （H5.9.3）

肝属川 肝属川 王子橋 4.31 7月6日 9:30 4.29 （H10.6.13）

矢部川 飯江川 安手橋 6.15 7月6日 17:00 6.01 （H24.7.14）

菊池川 木葉川 津留 5.73 7月6日 22:30 5.32 （H2.7.2）

九州地方整備局轄管河川水系狀況

觀測站創歷史最高水位

http://www.qsr.mlit.go.jp/bousai_joho/bousai200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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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磨川水系淹水推估圖情形球磨川水系淹水推估圖及受災情形-1

災情描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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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國土交通省國土地裡院：http://www.qsr.mlit.go.jp/site_files/file/bousai_joho/kumagawasinsuisouteizu.pdf

球磨川水系淹水推估圖及受災情形-2

http://www.qsr.mlit.go.jp/site_files/file/bousai_joho/kumagawasinsuisouteiz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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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變作為 (1/2)

資料來源：Kyodo News：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0/07/65bfb5d12e23-local-govts-fret-over-virus-spread-at-shelters-after-torrential-rain.html

NHK：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disaster/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府提醒民眾及早疏散，並評估適宜

疏散地點，採「分散避難」：
❶依親

❷在家避難
❸車中過夜

❹前往避難場所

❹前往避難場所措施：

應避免3密

(密集、密接、密閉)

熊本縣一處避難場所情形

防疫措施採隔板或背對背方式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0/07/65bfb5d12e23-local-govts-fret-over-virus-spread-at-shelters-after-torrential-rain.html
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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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變作為 (2/2)

資料來源：
日本內閣府：http://www.bousai.go.jp/coronam.html

日本內閣府公布因應新冠病毒傳染，實施新避難處所管理要點：

一般避難民眾空間

專用空間提供
孕婦
高齡者
殘疾人士

專用空間提供
發燒、咳嗽或
相關接觸者

每 戶 家 庭
3 * 3m獨立
空間，並確
保 間 隔 1-
2m，單向
通行

http://www.bousai.go.jp/coron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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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災原因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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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氣象廳：http://www.data.jma.go.jp/fcd/yoho/wxchart/quickmonthly.html ；產經新聞：https://www.sankei.com/affairs/news/200708/afr2007080039-n2.html

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7120161.aspx

日本氣象廳說明，梅雨鋒面在日本附近滯留，主要原因：

 今年6月至7月水溫相較往年高攝氏0.5度，積雨雲出現的上升

氣流旺盛，在菲律賓海附近下降，造成鋒面在日本地區滯留

 西風帶蜿蜒，造成黃海附近的氣壓變低，大氣從氣壓高往氣壓

低的地方流動，造成暖濕空氣沿太平洋高壓由南往北邊的梅雨

鋒面方向大量流入

 7月3日21時地面天氣圖 此次事件天氣示意圖  7月4日3時地面天氣圖

http://www.data.jma.go.jp/fcd/yoho/wxchart/quickmonthly.html
https://www.sankei.com/affairs/news/200708/afr2007080039-n2.html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712016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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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提升民眾「保護自己的生命」意識

學者研究指出，東海等日本近海暖化速度快，日本頻繁性大雨

現象，降雨量將達到過去前所未有的紀錄，而家中多數年長者認為

從以往經驗已知悉何時進行避難，但學者表示，未來恐面對未曾發

生過的降雨模式，提升民眾及早疏散意識為其降低風險方式之一。

社會福利性等機構進行疏散時，潛在一定的風險，必須清楚瞭

解並評估居民的健康狀況，又因災害常發生於夜間，於斷電情況下

必須立即性擇定避難地點，2018年哈吉貝颱風時，創紀錄風暴襲擊

東京地區，其中埼玉縣川越市的一處養老院，電梯無法使用，由24

名護理人員透過平時防災計畫及演練，半夜將120名居民轉移至二

樓安置，隔日由警消人員及自衛隊成功進行救援，凸顯其平日審視

夜間防災計畫的必要性。

特定機構應加強夜間防災計畫並落實平時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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