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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夷山櫻盛開的下游園地春季

水庫周邊綠意盎然夏季

作為紅葉名勝也非常有名秋季

被白雪覆蓋的札幌湖冬季

定山溪水庫
的

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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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發生創下戰後最大的紀錄性暴雨，造成
了巨大的災害。在8月下旬發生的洪水中，雁
來地點的流量達到1,417立方公尺/秒，石狩
川流域共有12,200戶的房屋受災。這次的洪
水成為了修改計劃高水流量的契機。

雁來地點的流量為1,358立方公尺/秒，石狩川
流域有41,200戶的房屋受災。由於此次洪水，
導致重新討論計劃高水流量，並繼承了工程實
施基本計劃。

豐平川的堤防潰堤，市中心浸水。3,696戶的房
屋浸水，豐平橋被沖垮。

雁來地點的流量為1,241立方公尺/秒，石狩川
流域有20,600戶的房屋受災。

1898年

1904年

1911～14年

1953年

1961年

1965年

1982年

1981年

1975年

1962年

1989年

1913年

9月 洪水（颱風）
流量：不明（潰決） 浸水面積：1,500平方公里

7月 洪水（颱風、鋒面）
流量：不明 浸水面積：1,300平方公里

豐平川治水調查
雁來地點計劃高水流量：2,000立方公尺/秒

9月 制定石狩川總體計劃

7月 洪水（低氣壓、鋒面）
流量（雁來）：874立方公尺/秒 浸水面積：523平方公里

4月 制定工程實施基本計劃
基本高水流量（雁來）：2,650立方公尺/秒
計劃高水流量（雁來）：2,000立方公尺/秒

3月 修改工程實施基本計劃
基本高水流量（雁來）：3,100立方公尺/秒
計劃高水流量（雁來）：2,000立方公尺/秒

8月上旬 洪水（低氣壓、鋒面、颱風）
流量（雁來）：647立方公尺/秒 浸水面積：614平方公里

8月下旬 洪水（鋒面、颱風）
流量（雁來）：1,417立方公尺/秒 浸水面積：57平方公里

8月 洪水（颱風、鋒面）
流量（雁來）：1,241立方公尺/秒 浸水面積：292平方公里

1972年 9月 豐平峽水庫完工

8月 洪水（颱風、鋒面）
流量（雁來）：1,358立方公尺/秒 浸水面積：661平方公里

10月 定山溪水庫完工

8月 洪水
流量：不明（潰決） 浸水面積：不明

出處：石狩川水系豐平川河川整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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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區間外區間※1

2條7號區間※2

※1 一級水系由國土交通大臣直接管理，特別重要的主流被稱為指定區間外區間（大臣管

理區間）。

※2 需要與指定區間外區間的改良工程一起實施，中央政府（北海道開發局）將實施工程

的一級河川指定區間（北海道知事管理區間）稱為2條7號區間。

流向

流向
流向

豐平川的堤防潰堤（中島公園）

創成川的浸水狀況（創成川）茨戶、篠路地區的情況（茨戶川）

豐平川的三角波（山鼻川匯合點附近）

出處：「水災」（2005年3月17日北海道開發局）

漲水後的豐平川南19條大橋附近

出處：北海道開發局

東米里地區的浸水狀況（札幌市白石區）

凡　例

豐平川流域
豐平川與札幌市區

0403

定山溪水庫所在的豐平川是石狩川的支流，

流經札幌市中心。

共有橋樑、地下鐵等許多設施橫貫豐平川。

流域面積

主流河道長度

流域內人口

：902.4平方公里

：72.5公里

：約151.7萬人

預估氾濫區域面積

預估氾濫區域內人口

相關市町村
札幌市、江別市、北廣島市、石狩市、當別町

※流域內人口、預估氾濫區域面積及人口包括伏籠川流域

：247平方公里

：約104萬人

：4市1町

木曾川

（一宮市）

吉野川

（德島市）

淀川

（大阪市）

信濃川

（新潟市）

北上川

（一關市）

利根川

（成田市）

距離

（公里）

石狩川

標高（公尺）

JR函館本線JR函館本線

地
下
鐵
東
西
線

地
下
鐵
東
西
線

地
下
鐵
東
豐
線

地
下
鐵
東
豐
線

約1.1公尺/秒

約0.6公尺/秒
約1.0公尺/秒

約1.6公尺/秒

約2.1公尺/秒

約2.4公尺/秒

北海道廳北海道廳

札幌市營電車札幌市營電車

札幌市役所札幌市役所

1條
大
橋

1條
大
橋

南7條大橋
南7條大橋

南大橋南大橋

幌
平
橋

幌
平
橋

南19條大橋南19條大橋

南
22條

大
橋

南
22條

大
橋

堤防潰堤位置

JR札幌站JR札幌站

慕尼黑大橋
慕尼黑大橋

藻
岩
橋

藻
岩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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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水時的預估水深

氾濫流的流向與流速

區界

市營電車

南北線

東西線

東豐線

未滿0.5公尺的區域

0.5～未滿3.0公尺的區域

3.0～未滿5.0公尺的區域

5.0～未滿10.0公尺的區域

約0.0公尺/秒

凡　例

假設南19條大橋附近（距石狩川匯合點約17公里的上游）發生潰堤時

豐平川洪水氾濫的模擬動畫刊載處：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rPysJzBTGqY
出處：石狩川水系豐平川洪水浸水預估區域圖

若豐平川的堤防

（左岸側）潰堤，

札幌市中心

僅4小時便會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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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平川的高低差

地下鐵 
南北線

8公里

50公尺

藻岩橋

東橋
東橋與藻岩橋之

間距離（約8公里），
河底高度卻相
差了50公尺

自明治到大正時代，豐平川曾發生過多次堤防潰堤的巨大洪水災害。

進入昭和時代之後，由於仍然經常發生大洪水，因而成為了制定、修訂治水計劃的契機。

定山溪水庫完工前豐平川發生的主要洪水

興建定山溪水庫的契機

常願寺川

（富山市）

安倍川

（靜岡市）

富士川

（富士市）

作為一條流經城市的河流，

豐平川是日本數一數二高低差較大的河川。

※朝河流流動方向的河底坡度稱為河床坡度。

豐平川
（札幌市）

豐平川的河床坡度※

指定區間外區間



概要

定山溪水庫建設事業的過程
定山溪水庫於1978年開工建設，於1989年完工。

札幌市的新水源
在1972年豐平峽水庫完工後，為了保障持續進行都市化的札幌

市不受到洪水災害的侵害，以及解決因人口集中而造成的用水

需求問題而興建定山溪水庫。

水庫事業的經過

1971年

1974年

1978年

1980年

1982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在小樽內川建造的水庫被冠以「小樽內水庫」的名稱，

而建於定山溪的水庫，也希望取名為「定山溪水庫」，而因此命名。

定山溪水庫完工

[類型]

重力混凝土大壩

[大壩規格] [蓄水池規格]

依靠大壩本身的重量

支撐水壓，是日本的混

凝土大壩中最為常見的

類型。

依靠大壩本身的重量

支撐水壓，是日本的混

凝土大壩中最為常見的

類型。

流域面積

集水面積

總蓄水容量

有效蓄水容量

正常最高蓄水位

（正常滿水位）

最低水位

流域面積

集水面積

總蓄水容量

有效蓄水容量

正常最高蓄水位

（正常滿水位）

最低水位

104.0平方公里

2.3平方公里

82,300千立方公尺

78,600千立方公尺

標高381.50公尺

標高325.30公尺

104.0平方公里

2.3平方公里

82,300千立方公尺

78,600千立方公尺

標高381.50公尺

標高325.30公尺

水系及河川名

大壩類型

目的

壩址地質

壩身高度

壩頂長度

壩體體積

水系及河川名

大壩類型

目的

壩址地質

壩身高度

壩頂長度

壩體體積

開始調查大壩建設的可能性

開始進行大壩建設的調查

大壩建設開工

開始壩體基礎挖掘工程

開始壩體混凝土澆築

奠基儀式※1

壩體混凝土澆築完工

湖泊道路※2開始使用

開始集水測試※3

札幌湖誕生

落成典禮

開始水庫管理

湖泊道路開始使用／1988年 集水測試中／1989年 水庫管理開始／1990年

壩體基礎挖掘工程／1981年

開始壩體混凝土澆築／1982年

壩體混凝土澆築工程／1985年※1 祈求工程安全及大壩長期安全的儀式

※2 大壩建設時，被改設的北海道道1號小樽定山溪線

※3 向水庫內蓄水，以測試其安全性

石狩川水系 小樽內川

重力混凝土大壩

洪水調節、自來水、發電

石英斑岩、石英安山岩

117.5 公尺

410.0 公尺

1,185 千立方公尺

石狩川水系 小樽內川

重力混凝土大壩

洪水調節、自來水、發電

石英斑岩、石英安山岩

117.5 公尺

410.0 公尺

1,185 千立方公尺

[排洪設備] [利水]

正常溢洪道

緊急用溢洪道

利水排洪管

自來水取水量（1日最多）  375,000立方公尺/日（4,338立方公尺/秒）

[發電]
小樽內發電所          7,000千瓦（最大發電量）

疏洪閘門

壩頂閘門

最大流量10立方公尺/秒

高2.4公尺×寬2.4公尺

高7公尺×寬7公尺

1個

2個

最大排洪量140立方公尺/秒

最大排洪量535立方公尺/秒

[標準斷面圖]
[蓄水池分配圖]洪水期最高水位

標高390.40

壩頂標高  392.40 壩頂標高  392.40
洪水期最高水位
標高390.40

總蓄水容量
82,300千立方公尺 堆砂容量

3,700千立方公尺
堆砂容量
3,700千立方公尺

正常最高蓄水位
標高381.50

（正常滿水位）

有效蓄水容量
78,600千立方公尺

最低水位
標高325.30

利水容量
（自來水）
（發電）

59,600千立方公尺
59.600千立方公尺
48.400千立方公尺

洪水調節容量
19,000千立方公尺

疏洪閘門

壩頂閘門

標高303.90

標高295.40標高295.40

標高284.90標高284.90

發電最低水位 標高344.90

最低水位 標高325.30

正常最高蓄水位
標高3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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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濫氾濫

水庫在河川流量充沛時進行儲水，在所需水量不足時進行補充，

擔負起確保全年能夠穩定提供生活用水的作用。

定山溪水庫每天最多可提供375,000立方公尺的用水。

小樽內發電所最多可發電7,000千瓦，供應札幌市內的家庭等使用。

水力發電作為利用自然環境的環保能源，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定山溪水庫的3大作用 全年調節河川的水量
定山溪水庫是一座具有調節洪水、確保生活用水、進行水力發電等3大作用的多功能水庫，並保障著札幌

市民的生活。

定山溪水庫根據各季節的情況，設定不同的洪水調節容量。

水庫的作用

■定山溪水庫的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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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高400公尺

標高390公尺

標高380公尺

標高370公尺

標高360公尺

標高350公尺

標高340公尺

標高330公尺

標高320公尺 非 洪 水 期 非 洪 水 期洪 水 期

2012年～2021年2012年～2021年
平均蓄水位平均蓄水位

最低水位　標高＝325.30公尺最低水位　標高＝325.30公尺

洪水期最高蓄水位洪水期最高蓄水位

正常最高蓄水位正常最高蓄水位

降至河川流域的大雨，可能會造成河水上漲，引發洪水。

當流入水庫的水量增加時，可以將水暫時儲存在水庫湖中，藉由水庫調節河川的

水量，減輕水庫下游河川的洪水災害。

如果沒有水庫的話 如果有水庫的話

如果下大雨，
河川的水量就會增加。

水庫將暫時儲存水庫上游的河水，
以減少水庫下游豐平川的水量。

可能會造成河川水位上漲，導致河

川氾濫。

可能會造成河川水位上漲，導致河

川氾濫。

藉由水庫進行洪水調節，可以減輕下

游的洪水風險。

藉由水庫進行洪水調節，可以減輕下

游的洪水風險。

流入流入

水庫水庫

儲存到水庫儲存到水庫

排洪排洪

為人們提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水。確保生活用水

有效利用水庫的蓄水，進行發電。水力發電

正在調節洪水

由於春季冰雪融化

會造成水量增多，

因此提前將夏季用

水儲存到水庫，調

節洪水。

將因颱風等影響帶

來的大雨儲存到水

庫，以減輕下游的

洪水風險。

由於梅雨季節的降

雨量少，因此將春

季儲存在水庫中的

蓄水排出，以確保

生活用水等河川環

境不會改變。

將水庫中的蓄水排

出，以確保生活用

水，並為春季的融

雪期作好準備。

春季春季 夏季夏季

秋季秋季 冬季冬季

標高=390.40公尺標高=390.40公尺

標高=381.50公尺標高=381.50公尺

調節洪水向下游的排洪量。洪水調節

0807



■ 雁來地點※的水位降低效果（2018年9月5日洪水）

　 ※距石狩川匯合點11.0公里的豐平川雁來水位觀測所

調節洪水的實際成果及其效果

定山溪水庫自1989年開始進行管理到2020年為止，共進行

過33次的洪水調節，為減少下游的災害發生做出了貢獻。

由豐平峽水庫與定山溪水庫聯合進行洪水

調節。兩座水庫在2018年9月發生的洪水災

害中，發揮了以下的效果。

據推測，如果沒有這兩座水庫的話，豐平川

的河水將超過避難判斷水位造成洪水發生。

洪水調節的效果

水位

流量

降低約1.3公尺

減少約477立方公尺/秒

排水警報設施

為了在水庫排洪時進行通知，水

庫下游共設有7處警報設施。

水質調查

常年對札幌湖及其周邊河川的水

質狀況進行調查。

自然環境調查

對棲息、生長於札幌湖及其周邊

河川的動植物，進行分布、棲息、

生長實際情況的調查。

水庫湖管理

使用巡視船定期對河岸狀況、水

質、漂流木等進行確認。

監察通道內部設備檢查

使用設於堤壩內的監察通道，對

各種設備進行檢查。

排洪設備檢查

透過定期檢查與維護，建立針對

洪水時的應對體製。

排洪設備操控

根據管理事務所傳達的指令，對

大壩進行操控。

雨量、水位觀測設施

為了觀測水庫上游流域的降雨量

以及流入水庫的河川水量而設置。

免費分發漂流木水庫湖內的漂流木收集

■定山溪水庫的漂流木打撈量（2016年～2020年）由於在颱風或大雨期間，從山上流入蓄水池內的漂流木，會妨礙水庫湖內的管理，因此需

要進行清除。被清除的漂流木，我們將其免費分發以及在活動中使用漂流木進行製作體

驗，以達到有效利用資源以及降低處理成本的目的。

有效管理兩座水庫

水庫的管理

豐平峽水庫與定山溪水庫，這兩座水庫由「豐

平川水庫綜合管理事務所」統一管理。管理事

務所根據各種數據向定山溪水庫管理支所下

達最佳操作方法等的指令。

管理業務

定山溪水庫管理支所

豐平川水庫綜合管理事務所 定山溪水庫管理支所

水庫的效果

漂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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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 9月4日

假如沒有兩座水庫時雁來地點的流量

雁來地點實際流量

實際流量
510.4立方公尺/秒

假如沒有兩座水庫時的流量

987.8立方公尺/秒

9月5日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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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方向距離（公尺）

雁來地點的實際水位
標高6.99公尺

計劃高水位計劃高水位 11.7公尺

7.5公尺避難判斷水位

氾濫注意水位 7.4公尺

防汛團待機水位 5.4公尺

假如沒有兩座水庫時雁來地點的水位
標高8.33公尺

氾濫危險水位 8.7公尺

水位降低

約1.3公尺

減少流量

約477立方公尺/秒

氾濫危險水位……可能發生因溢水、氾濫等造成

重大災害的水位

避難判斷水位……作為市區町村政府發布避難

勸告等的判斷標準、供居民作為避難判斷的參

考水位

氾濫注意水位……可能發生邊坡崩塌、侵蝕、漏

水等災害的水位

防汛團待機水位……防汛團開始準備實施防汛

活動的參考水位

標高
（公尺）

流量
（立方公尺/秒）

漂流木打撈量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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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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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漂流木打撈量為包含空隙的體積

2016

393

255

364

564

300

2017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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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水庫卡的發放

正面是水庫的照片，背面刊載著精簡版的水庫相關基本

資訊。卡片在定山溪水庫管理支所發放。詳情請至定山

溪水庫管理支所的網頁進行確認。

■定山溪水庫周邊的昆蟲

■定山溪水庫周邊的野生生物

棲息於北海道的一

種松鼠。

蝦夷栗鼠〈哺乳類動物〉

為北海道固有物種，

常見於潮濕處。

蝦夷山椒魚
〈兩棲類動物〉

一種棲息於山間溪

流及池塘周邊的翠

鳥科鳥類。

冠魚狗〈鳥類〉

在日本棲息於北海道及

東北地區北部的鳥類。

黑啄木鳥〈鳥類〉

為北海道固有物種，

因在定山溪發現而

得名。

定山小灰蝶

棲息於水質清澈處的

一種蜻蜓。

日本昔蜓

在水庫周邊棲息著各種野生生物。 舉辦善用大壩的各種活動。活動

能夠沿著用於水庫管理的監察通道參觀大壩

設施。

水庫資料館還展示其他昆蟲的標本。

水庫參觀
能夠在平時無法進入的札幌湖進行乘船體驗。

札幌湖巡視船乘船體驗

體驗森林與湖泊節
每年7月在「體驗森林與湖泊10日期間」舉辦的活動。

定山溪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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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山溪大橋」巴士站

▲至 小樽

至小金湯溫泉▶

◀至 中山嶺

定山溪溫泉街

定山溪水庫
下游園地

定山溪水庫

札幌湖
第一展望台

木挽大橋

札幌湖

水庫資料館

小天狗岳
登山道入口

定山溪西2丁目 
十字路口

交通方式

定山溪水庫 下游園地

（約80分鐘）定鐵巴士

（約30分鐘）

徒步

（約80分鐘）

巴士 私家車輛

札幌站前巴士總站

「定山溪大橋」巴士站下車

行走國道230號線

往定山溪方向

於道道1號線轉往小樽方向

於定山溪西2丁目十字路口 

右轉約1.7公里

野餐廣場 水庫內部參觀通道
（Cross Gallery）

象徵廣場

水庫資料館

休憩廣場

大壩壩頂遊步道

小樽內發電所

疏洪閘門

溪流橋

札幌湖道
道
 小

樽
、
定
山
溪
線

道
道
 小

樽
、
定
山
溪
線

利水排洪閘門

至
 札

幌

至
 札

幌

至
 小

樽

至
 小

樽

壩頂閘門

大壩壩頂展望台

野外展示廣場野外展示廣場
展示建造水庫時使用的攀岩起重機的部分自

立式吊桿等物品。

水庫資料館水庫資料館
展示水庫工程的立體模型，以及水庫周邊的

自然環境展示板，供人們參觀學習。

開館時間／9:30～16:00

大壩壩頂遊步道大壩壩頂遊步道
使用遊步道所設的階梯，能夠到達大壩的壩

頂部。

水庫內部參觀通道（Cross Gallery）水庫內部參觀通道（Cross Gallery）
在大壩內的參觀通道裡，設有介紹水庫作用

的展示板供人參觀。

開放時間／10:00～16:00

野餐廣場野餐廣場
從被綠油油的草地覆蓋的廣場，可以觀賞到

水庫的全景。

象徵廣場象徵廣場
如果您從下面仰望大壩的話，就能切實感受

到大壩的雄偉。

休憩廣場休憩廣場
休憩廣場內的小池塘裡設有噴水池，可以觸

摸到清水。

JR函
館
本
線

札樽高速公路

札樽高速公路

札幌站

豐平川

定山湖

札幌湖 定山溪水庫

豐平峽溫泉
定山溪大橋巴士站

定山溪溫泉

▲至 小樽

◀至 中山嶺◀至 中山嶺

◀至 豐羽

豐平峽水庫

位於水庫下方的下游園地，屬於支笏洞爺國立公園的範圍內。

櫻花、新綠、紅葉，每個季節都呈現出不一樣的艷麗表情。

設有資料館、水庫內部參觀通道（Cross Gallery）等設施。

定山溪水庫管理支所

野外展示廣場

小天狗岳登山道入口

定山溪水庫

下游園地導覽圖

開園期間／4月下旬～11月上旬
開園時間／9:00～17:00

定山溪水庫

的遊玩方法

遊玩方法遊玩方法

定山溪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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