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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夷山樱盛开的下游园地春季

水库周边绿意盎然夏季

作为红叶的名胜地也非常有名秋季

被白雪覆盖的札幌湖冬季

定山溪水库
的

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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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生战后最大的创纪录性暴雨，而造成
了巨大的灾害。在8月下旬的洪水中，雁来地
点的流量达到了1417立方米/秒，石狩川流
域的房屋发生了灾害，有12200户的房屋受
灾。以这次洪水为契机，导致了修改设计高
水流量。

雁来地点的流量为1358立方米/秒，石狩川流
域有41200户的房屋受灾。由于此次洪水，导
致重新讨论设计高水流量，并继承了工程实
施基本计划。

丰平川的堤坝决堤，市中心浸水。3696户的房
屋浸水，丰平桥被冲垮。

雁来地点的流量为1241立方米/秒，石狩川流
域有20600户的房屋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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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洪水（台风）
流量：不明（决口） 浸水面积：1500平方公里

7月 洪水（台风、锋面）
流量：不明 浸水面积：1300平方公里

丰平川治水调查
雁来地点设计高水流量：2000立方米/秒

9月 制定石狩川总体计划

7月 洪水（低气压、锋面）
流量（雁来）：874立方米/秒 浸水面积：523平方公里

4月 制定工程实施基本计划
基本高水流量（雁来）：2650立方米/秒
设计高水流量（雁来）：2000立方米/秒

3月 修改工程实施基本计划
基本高水流量（雁来）：3100立方米/秒
设计高水流量（雁来）：2000立方米/秒

8月上旬 洪水（低气压、锋面、台风）
流量（雁来）：647立方米/秒 浸水面积：614平方公里

8月下旬 洪水（锋面、台风）
流量（雁来）：1417立方米/秒 浸水面积：57平方公里

8月 洪水（台风、锋面）
流量（雁来）：1241立方米/秒 浸水面积：292平方公里

1972 9月 丰平峡水库建成

8月 洪水（台风、锋面）
流量（雁来）：1358立方米/秒 浸水面积：661平方公里

10月 定山溪水库建成

8月 洪水
流量：不明（决口） 浸水面积：不明

出处：石狩川水系丰平川河川整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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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山湖）

定山溪水库
（札幌湖）

水库

基准地点

伏笼川流域界

丰平川流域界

国立公园

河川、湖沼

道立自然公园

指定区间外区间※1

2条7号区间※2

※1 一级水系由国土交通大臣直接管理，特别重要的主流被称为指定区间外区间（大臣管

理区间）。

※2 需要与指定区间外区间的改良工程一起实施，中央政府（北海道开发局）将实施工程

的一级河川的指定区间（北海道知事管理区间）称为2条7号区间。

流向

流向
流向

丰平川的堤坝决堤（中岛公园）

创成川的浸水状况（创成川）茨户、筱路地区的情况（茨户川）

丰平川的三角浪（山鼻川汇合点附近）

出处：“水灾”（2005年3月17日北海道开发局）

涨水后的丰平川南19条大桥附近

出处：北海道开发局

东米里地区的浸水状况（札幌市白石区）

凡　例

丰平川流域
丰平川与札幌市区

0403

定山溪水库所在的丰平川是石狩川的支流，

流经札幌市中心。

桥梁、地铁等许多设施横穿丰平川。

流域面积

主流河道长度

流域内人口

：902.4平方公里

：72.5公里

：约151.7万人

预计泛滥区域面积

预计泛滥区域内人口

相关市町村
札幌市、江别市、北广岛市、石狩市、当别町

※流域内人口、预计泛滥区域面积及人口包括伏笼川流域

：247平方公里

：约104万人

：4市1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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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地理院地图Vector出处：地理院地图Vector

浸水时的预计水深

泛滥流的流向与流速

区界

市营电车

南北线

东西线

东丰线

指定区间外区间

未满0.5米的区域

0.5～未满3.0米的区域

3.0～未满5.0米的区域

5.0～未满10.0米的区域

约0.0米/秒

凡　例

假设南19条大桥附近（距石狩川汇合点约17公里的上流）发生决堤时

丰平川洪水泛滥的模拟视频刊载处：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PysJzBTGqY
出处：石狩川水系丰平川洪水预计浸水设想区域图

丰平川的堤坝

（左岸侧）决堤，

札幌市中心

仅4小时便会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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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平川的高低差

地铁 
南北线

藻岩桥

东桥
东桥与藻岩桥

之间（约8公里），
河底的高度
相差了50米

自明治到大正时代，丰平川曾发生过多次堤坝决堤的大洪灾。

进入昭和时代之后，由于仍然经常发生大洪水，因而成为了制定、修订治水计划的契机。

定山溪水库建成前丰平川发生的主要洪水

建造定山溪水库的契机

常愿寺川

（富山市）

安倍川

（静冈市）

富士川

（富士市）

丰平川作为一条流经城市的河流

是日本屈指可数的高低差较大的河流。

※河底沿河流流动方向的坡度称为河床坡度。

丰平川
（札幌市）

8公里

50米

丰平川的河床坡度※



概要

定山溪水库建设事业的过程
定山溪水库于1978年开工建设，于1989年建成完工。

札幌市的新水源
丰平峡水库于1972年建成后，为了保障城市化不断扩大的札幌

市不受洪灾侵害，以及解决人口集中而造成的用水需求问题

而建。

水库事业的经过

1971年

1974年

1978年

1980年

1982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在小樽内川建造的水库被冠以“小樽内水库”的名称，

而建于定山溪的水库，由于要求命名为“定山溪水库”的呼声高涨，而得以定名。

定山溪水库完工

[类型]

重力混凝土大坝

[大坝规格] [贮水池规格]

依靠大坝本身的重量

支撑水压，是日本的混

凝土大坝中最为常见的

类型。

依靠大坝本身的重量

支撑水压，是日本的混

凝土大坝中最为常见的

类型。

流域面积

贮水面积

总贮水量

有效贮水容量

正常最高贮水位

（正常满水位）

最低水位

流域面积

贮水面积

总贮水量

有效贮水容量

正常最高贮水位

（正常满水位）

最低水位

104.0平方公里

2.3平方公里

82300千立方米

78600千立方米

标高381.50米

标高325.30米

104.0平方公里

2.3平方公里

82300千立方米

78600千立方米

标高381.50米

标高325.30米

水系及河川名

大坝类型

目的

坝址地质

坝高

坝顶长

坝体积

水系及河川名

大坝类型

目的

坝址地质

坝高

坝顶长

坝体积

开始调查大坝建设的可能性

开始大坝建设的调查

大坝建设开工

开始坝体基础挖掘

开始坝体混凝土浇筑

奠基仪式※1

坝体混凝土浇筑完工

湖泊道路※2开始使用

贮水试验※3开始

札幌湖诞生

落成典礼

水库管理开始

湖泊道路开始使用／1988年 正在进行贮水试验／1989年 水库管理开始／1990年

坝体基础挖掘工程／1981年

开始坝体混凝土浇筑／1982年

坝体混凝土浇筑工程／1985年※1 祈求工程安全及大坝长期安全的仪式

※2 大坝建设时，被改设的北海道道1号小樽定山溪线

※3 向水库内贮水确认其安全性的试验

石狩川水系 小樽内川

重力混凝土大坝

洪水调节、自来水、发电

石英斑岩、石英安山岩

117.5 米

410.0 米

1185 千立方米

石狩川水系 小樽内川

重力混凝土大坝

洪水调节、自来水、发电

石英斑岩、石英安山岩

117.5 米

410.0 米

1185 千立方米

[排水设备] [利用水]

正常溢洪道

应急溢洪道

利用水排水管

自来水取水量（1日最多） 375000立方米/日（4338立方米/秒）

[发电]
小樽内发电所           7000千瓦（最大发电量）

疏流闸门

坝顶闸门

最大流量10立方米/秒

高2.4米×宽2.4米

高7米×宽7米

1个　最大排水量140立方米/秒

2个　最大排水量535立方米/秒

[标准断面图]
[贮水池分配图]洪水期最高水位

标高390.40

坝顶标高  392.40 坝顶标高  392.40
洪水期最高水位
标高390.40

总贮水容量
82300千立方米 堆沙容量

3700千立方米
堆沙容量
3700千立方米

正常最高贮水位
标高381.50

（正常满水位）

有效贮水容量
78600千立方米

最低水位
标高325.30

利用水容量
（自来水）
（发电）

59600千立方米
59600千立方米
48400千立方米

洪水调节容量
19000千立方米

疏流闸门

坝顶闸门

标高303.90

标高295.40标高295.40

标高284.90标高284.90

发电最低水位 标高344.90

最低水位 标高325.30

正常最高贮水位
标高3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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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泛滥

水库在河流流量充沛时进行贮水，所需水量不足时进行补充，

而起到确保全年能够稳定提供生活用水的作用。

定山溪水库每天最多可提供375000立方米的用水。

小樽内发电所最大限度可发电7000千瓦，供应札幌市内的家庭等使用。

水力发电作为利用自然环境的环保能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定山溪水库的3大作用 全年调节河流的水量
定山溪水库是一座具有调节洪水、确保生活用水、进行水力发电3大作用的多功能水库，并为札幌市民的

生活提供着保障。

定山溪水库根据各季节的情况，设定着不同的洪水调节容量。

水库的作用

■定山溪水库的贮水位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标高400米

标高390米

标高380米

标高370米

标高360米

标高350米

标高340米

标高330米

标高320m 非 洪 水 期 非 洪 水 期洪 水 期

2012年～2021年2012年～2021年
平均贮水位平均贮水位

最低水位　标高＝325.30米最低水位　标高＝325.30米

洪水期最高贮水位洪水期最高贮水位

正常最高贮水位正常最高贮水位

河川流域下的大雨，可能会造成河水上涨，引发洪水。

当流入水库的水量增加时，可以将水暂时贮存在水库湖中，通过水库调节河川的

水量，减轻水库下游河川的洪水灾害。

调整洪水向下游的排水量。调节洪水

如果没有水库的话 如果有水库的话

如果下大雨的话，
河川的水量会增加。

在水库里暂时贮存水库上游的河水，
减少水库下游丰平川的水量。

可能会造成河水上涨，导致河川的

泛滥。

可能会造成河水上涨，导致河川的

泛滥。

通过在水库进行洪水调节，可以减轻

下游的洪水风险。

通过在水库进行洪水调节，可以减轻

下游的洪水风险。

流入流入

水库水库

贮存到水库贮存到水库

排水排水

为人们提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水。确保生活用水

有效利用水库的贮水，进行发电。水力发电

正在调节洪水

由于春季冰雪融化

使水量增多，因此提

前将夏季用水贮存

到水库，调节洪水。

将因台风等影响带

来的大雨贮存到水

库，减轻下游的洪

水风险。

由于梅雨季节的降

雨量少，因此将春

季贮存在水库中的

贮水排出，以确保

生活用水等河流环

境不会改变。

将水库中的贮水排

出确保生活用水，

并为春季的融雪期

作好准备。

春季春季 夏季夏季

秋季秋季 冬季冬季

标高=390.40米标高=390.40米

标高=381.50米标高=381.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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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来地点※的水位降低效果（2018年9月5日洪水）

　 ※距石狩川汇合点11.0公里的丰平川雁来水位观测所

调节洪水的实际成果及其效果

定山溪水库自1989年开始进行管理到2020年为止共计进行

过33次的洪水调节，为减少下游的灾害做出了贡献。

调节洪水由丰平峡水库与定山溪水库联合

进行。两座水库在2018年9月发生的洪水中，

发挥了以下的效果。

据推测，如果没有这两座水库的话，丰平川

的河水将超过避难判断水位造成洪水。

调节洪水的效果

水位

流量

降低约1.3米

减少约477立方米/秒

排水警报设施

水库下游设有7处警报设施，以便

在水库排水时进行通知。

水质调查

常年对札幌湖及其周边河流的水

质状况进行调查。

自然环境调查

对札幌湖及其周边河流栖息、生

长的动植物的分布、栖息、生长实

际情况进行着调查。

水库湖管理

使用巡视船定期对河岸状况、水

质、漂流木等进行确认。

检查走廊内设备检查

使用设于堤内的检查走廊，对各

种设备进行检查。

排水设备检查

通过定期检查与维护，建立针对洪

水时充分的应对体制。

排水设备操作

根据管理事务所传达的指令，对大

坝进行操作。

雨量、水位观测设施

为了观测水库上游流域的降雨量以

及流入水库的河流的水量而设。

免费分发漂流木水库湖内的漂流木收集

■定山溪水库的漂流木堆积量（2016年～2020年）在台风或大雨期间，从山上流入贮水池内的漂流木，由于会妨碍水库湖内的管理，因此需

要进行清除。被清除的漂流木，我们实行着免费分发以及提供给在各种活动中使用漂流木

进行工作体验的材料，以达到有效利用资源以及降低处理成本的目的。

有效的管理两座水库

水库的管理

丰平峡水库与定山溪水库，这两座水库由“丰

平川水库综合管理事务所”统一管理。管理事

务所根据各种数据向定山溪水库管理支所下

达最佳操作方法等的指令。

管理业务

定山溪水库管理支所

丰平川水库综合管理事务所 定山溪水库管理支所

水库的效果

漂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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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 9月4日

假如没有两座水库时，雁来地点的流量

雁来地点实际流量

实际流量
510.4立方米/秒

假如没有两座水库时的流量

987.8立方米/秒

9月5日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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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77 -63 -45 -27 -10 12 24 42 61 79 111 133 141 146 167

水平方向距离（米）

雁来地点的实际水位
标高6.99米

设计高水位设计高水位 11.7米

7.5米避难判断水位

泛滥注意水位 7.4米

防汛团待命水位 5.4米

假如没有两座水库时，雁来地点的水位
标高8.33米

泛滥危险水位 8.7米

水位降低

约1.3米

减少流量

约477立方米/秒

泛滥危险水位……可能发生因溢水、泛滥等造

成重大灾害的水位

避难判断水位……作为市区町村政府发布避难

劝告等的判断标准、居民避难判断的参考水位

泛滥注意水位……可能发生边坡滑塌、侵蚀、漏

水等灾害的水位

防汛团待命水位……防汛团开始准备实施防汛

活动的参考水位

标高
（米）

流量
（立方米/秒）

漂流木打捞量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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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木打捞量为包含空隙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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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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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

标题 水库卡的分发

正面是水库的照片，背面刊载着精简版的水库相关基本

信息。卡片在定山溪水库管理支所分发。详情请通过定

山溪水库管理支所的网页进行确认。

■定山溪水库周边的昆虫

■定山溪水库周边的野生生物

栖息于北海道的一

种松鼠。

虾夷栗鼠〈哺乳类动物〉

北海道固有物种，在

潮湿处较为常见。

虾夷山椒鱼
〈两栖类动物〉

一种栖息于山间溪

流及池塘周边的翠

鸟科鸟类。

冠鱼狗〈鸟类〉

在日本栖息于北海道及

东北地区北部的鸟类。

黑啄木鸟〈鸟类〉

北海道固有物种，

因在定山溪发现而

得名。

定山小灰蝶

栖息于水质清澈处的

一种蜻蜓。

日本昔蜓

水库周边栖息着各种的野生生物。 举办着利用大坝的各种娱乐活动。娱乐活动

能够沿着用于水库管理的检查走廊参观大坝

设施。

其他昆虫标本在水库资料馆进行着展示。

水库参观

能够在平时不能进入的札幌湖进行乘船体验。

札幌湖巡视船乘船体验

体验森林与湖泊节
每年7月在“体验森林与湖泊十日”举办的活动。

定山溪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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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山溪大桥”巴士站

▲至 小樽

至小金汤温泉▶

◀至 中山岭

定山溪温泉街

定山溪水库
下游园地

定山溪水库

札幌湖
第一展望台

木挽大桥

札幌湖

水库资料馆

小天狗岳
登山道入口

定山溪西2丁目 
十字路口

交通方式

定山溪水库 下游园地

（约80分）定铁巴士

（约30分）

徒步

（约80分）

巴士 私家车辆

札幌站前巴士总站

“定山溪大桥”巴士站下车

国道230号线

往定山溪方向，

道道1号线绕往小樽方向

定山溪西2丁目十字路口 

右转约1.7公里

野餐广场 水库内部参观通道
（Cross Gallery）

标志广场

水库资料馆

休憩广场

大坝坝顶散步道

小樽内发电所

疏流闸门

溪流桥

札幌湖道
道
 小

樽
、定

山
溪
线

道
道
 小

樽
、定

山
溪
线

利用水排水闸门

至
 札

幌

至
 札

幌

至
 小

樽

至
 小

樽

坝顶闸门

大坝坝顶展望台

野外展示广场野外展示广场
展示着建造水库时使用的攀岩起重机的

自立式吊杆的一部分等资料。

水库资料馆水库资料馆
展示着水库工程的立体透视模型，以及水库周边的

自然环境的展示板供人们参观学习。

开馆时间／9:30～16:00

大坝坝顶散步道大坝坝顶散步道
使用散步道所设的楼梯

能够到达大坝的坝顶部。

水库内部参观通道（Cross Gallery）水库内部参观通道（Cross Gallery）
在大坝内的参观通道内，展示着介绍水库作

用的展示板供人参观。

开放时间／10:00～16:00

野餐广场野餐广场
从被郁郁葱葱的草地覆盖的广场，

可以观赏到水库的全景。

标志广场标志广场
如果您从下面仰望大坝的话，

就能切实的感受到大坝的大小。

休憩广场休憩广场
休憩广场内的小池塘里设有喷泉，

可以直接触摸到清水。

JR函
馆
本
线

札樽高速公路

札樽高速公路

札幌站

丰平川

定山湖

札幌湖 定山溪水库

丰平峡温泉
定山溪大桥巴士站

定山溪温泉

▲至 小樽

◀至 中山岭◀至 中山岭

◀至 丰羽

丰平峡水库

设于水库下面的下游园地，被指定为支笏洞爷国立公园范围内。

樱花、新绿、红叶，每个季节都展示出艳丽各异的表情。

设有资料馆、水库内部参观通道（Cross Gallery）等设施。

定山溪水库管理支所

野外展示广场

小天狗岳登山道入口

定山溪水库

下游园地示意图

开园期间／4月下旬～11月上旬
开园时间／9:00～17:00

定山溪水库

的游玩方法

游玩方法游玩方法

定山溪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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