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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颱風 �� 號平成 �� 年（���� 年）� 月 �� 日至 �� 日來襲，在牛深出現

觀測史上最大瞬間風速 ��.�m 的紀錄等，飽受暴風肆虐。

　　颱 風 經 過 不知火 海沿岸 時，氣 壓 低下（���hPa）造 成 的 海 面上 升 效 果，

讓海面上升了 ��cm，加上風吹效庇等，與大潮的満潮時間（上午 � 點 � 分）

重疊，因此潮位比平常高出了 �.�m。位於舊不知火町（現為宇城市）的港灣

凹處的松合地區，因為海水瞬間湧入低窪區而形成暴潮，造成了 �� 人死亡。

縣內各地的死傷人數達 ��� 人等多數住家受損，加上農林漁產業興土木設施

為主的損失約有 �,��� 億日圓的惨烈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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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 年（���� 年） 水俁豪雨災害
　　平成 �� 年（���� 年）� 月 �� 日到 �� 日，九州西南海面上溫暖潮濕的空氣

如同舌狀（稱為「濕舌」現象）迎向停滯在九州北部對馬海峽的梅雨鋒面前進，

造成九州各地發生局部性集中豪雨。

　　平成 �� 年（����）年 � 月 �� 日凌晨，縣內的水俁市深川地區紀録了 � 小

時雨量 ���mm 的豪雨，並導致水俁市的深川新屋敷地區與寶川內集地區這 �

個區域發生土石流，房屋的衝毀造成 �� 人死亡，以縣南地區為主的財物受災

損失，全縣共達 ��� 億日圓以上的莫大損害。

�災害 的
記     錄

死    亡

重傷

�� 人
� 人

輕傷 � 人

全    毀

半    毀

部分毀損

地板上淹水

地板下淹水

�� 棟
� 棟
� 棟

��� 棟
��� 棟

受災人員數

受災住宅數

因大潮引發淹水的舊不知火町的松合地區
（來源：熊本日日新聞）

當時的新聞報導
（平成 �� 年（���� 年）� 月 �� 日　熊本日日新聞早報）

水俁市寶川內地區土石崩塌的模樣（來源：熊本日日新聞社）

當時的新聞報導
（平成 �� 年（���� 年）� 月 �� 日

熊本日日新聞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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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年（���� 年） 白川大水災
　　昭和 �� 年（���� 年）� 月上旬左右起，佔白川流域約 � 成面積的阿蘇

地方多次受到暴雨侵襲，長期下雨的緣故，阿蘇地方的地盤呈現高濕潤狀

態。� 月 �� 日，�� 小時降雨量達到 ���.�mm 的大雨使得白川瞬間暴漲，

造成熊本市中心等河川氾濫。

　　熊本市內的 �� 座橋梁中除了長六橋與大甲橋之外的 �� 座橋梁皆被沖

毀，河川氾濫的市中心則被混有阿蘇山火山灰的泥流淹沒 死傷人 数 超 過

�,��� 人，多數的住家受災等形成了莫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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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 年（���� 年） 上天草大水災
　　昭和 �� 年（���� 年）�月 � 日到 �� 日，天草郡龍岳町（現為上天草市）中，

出現最大時雨量 ���mm/h，總雨量 ���mm 的紀錄等，從 � 日到 � 日的大雨，

造成舊天草郡姬戶町（現為上天草市），龍岳町、倉岳町（現為天草市）等出現

大規模的土石災害，成為熊本縣的主要受災區。

　　尤其是受災嚴重的天草上島，幾乎都是山林，多坡地多，市街或村落大

都分布在山麓與海岸間的狹小平原，不同場所發生了數公尺大小的巨石伴隨土

砂崩落，將整個村落埯沒，死亡、失蹤人數在天草上島有 ��� 人在宇城、球

磨地方及其他有 � 人，受災總額高達 ��� 億日圓等的莫大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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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市役所前廣場的模樣（來源：熊本日日新聞社）

當時的新聞報導
（昭和 �� 年（���� 年）� 月 �� 日

熊本日日新聞早報）

當時的新聞報導
（昭和 �� 年（���� 年）� 月 � 日

熊本日日新聞早報）

舊天草郡姬戶町的土石崩塌現場的模樣（來源：熊本日日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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