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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台日技術合作計畫」 
邀請日本專家來台服務指導 

活動成果報告書 
一、指導項目：   

大甲溪、烏溪及高屏溪流域洪水預報系統規劃  

二、專家姓名：   

 宮井宏(Miyai Hiroshi)：工學博士，前近畿建設協會理事長，日本

財團淀川、紀川水源地域對策基金會理事 

 大町利勝(Toshikatsu OMACHI)：工學博士，日本八千代工程株式

會社建設部常務取締役)                                                                             

三、活動時間： 

96 年 10 月 22 日(一)至 96 年 10 月 29 日(一) 

四、參訪期間日程表： 

日期(星期) 時間 
活動內容 

住宿飯店 交通工具 
活動事項 地點 連絡人 

姓名 

10/22(一) 9:40 啟程 東京 
成田機場   飛機 

10/22(一) 12:10 抵達臺灣 桃園機場 

林杰熙 
 

麗都飯店 公務車輛 

10/22(一) 15:30 
工作會議 
(臺灣預報模式簡報) 

台北 
經濟部水利署   

10/22(一) 18:30 歡迎宴    

10/23(二) 09:00 
淡水河預報 
系統參訪 

板橋 
第十河川局  公務車輛 

10/23(二) 14:00 前往台中 高鐵 
板橋站  高鐵 

10/23(二) 15:30 大甲溪、烏溪簡報 台中 
第三河川局 

台中 
中信飯店 公務車輛 

10/24(三) 08:30 大甲溪、烏溪現勘   公務車輛 

10/24(三) 16:00 
濁水溪預報 
系統參訪 

彰化溪洲 
第四河川局 

台中 
中信飯店 

公務車輛 



 

 
2 

10/25(四) 7:52 前往屏東 高鐵 
台中站  高鐵 

10/25(四) 9:30 高屏溪簡報 屏東 
第七河川局  公務車輛 

10/25(四) 13:30 高屏溪現勘  
高雄 
中信飯店 公務車輛 

10/26(五) 08:00 高屏溪現勘   公務車輛 
10/26(五) 15:30 返回台北 高鐵左營站 麗都飯店 高鐵 
10/27(六)  假日 台北 麗都飯店  
10/28(日)  假日 台北 麗都飯店  

10/29(一) 9:30 成果研討會議 台北 
經濟部水利署   

10/29(一) 16:45 返回日本 桃園機場  公務車輛 

10/29(一) 20:40 抵達日本 
東京 
成田機場    

 

五、活動內容： 

第一天(96/10/22，星期一)： 

本次活動邀請來台的兩位日本專家：宮井宏先生與大町利勝先生，於

今天中午左右抵達台灣桃園機場，在台北稍事休息後，下午水利署即召開

工作會議，正式為本次活動揭開序幕。 

會議由水利防災中心張國強主任主持，並由交大葉克家教授和台大李

天浩教授向兩位日本專家進行簡報。與會人員有水利防災中心林杰熙先

生、徐郁涵小姐，台灣大學水工試驗所李文生博士。簡報內容分別介紹台

灣近幾年在進行防洪預警報工程規劃與系統建置時所採用的數種模式(附

錄一)，以及目前水利防災中心所推動的分散式洪水預報系統架構(附錄

二)。 

簡報結束時，兩位日本專家對簡報內容進行提問，會中討論了模式適

用性的判斷方式、台灣地區降雨時間與洪水傳遞的稽延時間、淡水河流域

的降雨特性，以及台灣地區流域子集水區的劃分方式。於討論中並提及宮

井先生過去曾協助規劃早期淡水河的洪水預警報系統，其經驗對於此次會

議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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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於下午六點半結束，雖然仍有諸多問題可以探討，但為了歡迎兩

位日本專家遠道而來，水利署準備了晚宴，因此討論暫時告一段落。會議

結束後，水利署陳伸賢署長於辦公室內接待兩位日本貴賓，在交換禮物表

示歡迎之意後，便到水利署附近的餐館舉行歡迎宴。歡迎宴在輕鬆的氣氛

下進行，與宴人員除了兩位日本專家和日語翻譯詹舒琦小姐外，還有本署

署長、廖宗盛副署長、水利防災中心張國強主任、林杰熙先生、徐郁涵小

姐、台大土木系李天浩教授、台大水工所李文生博士等。餐宴中除了聊到

日本目前的河川整治方式外，並熱烈討論最近熱門的美國職棒與中華職棒

季後賽等輕鬆話題。酒足飯飽後，大家即各自解散，為明天的行程儲備精

力。 

 
於水利署的簡報會議開始囉。 

 
交通大學葉克家老師簡介台灣目前

採用的洪水預報模式。 

 
宮井(左三)和大町(右三)專注聽講。 

 
台灣大學李天浩老師說明台灣的地

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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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專家開始提問。 

 
宮井先生提出疑問與建議。 

 
署長於辦公室接待兩位日本貴賓。 

 
署長與兩位日本貴賓交換禮物表示

歡迎之意。 

 

第二天(96/10/23，星期二)： 

參訪行程的第二天上午，是前往全省洪水預報系統最具規模的第十河

川局。第十河川局位於台北縣板橋市，管轄大台北地區的水利業務，民國

85 年 9 月成立的「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便是座落於此處，可利用傳

訊科技即時蒐集水文氣象資料，經資料展示、分析與研判後，據以研擬防

洪操作方案，下達防洪操作指令，達到統一指揮的目的。 

抵達十河局後，首先進行簡報會議，會議由嚴顏光副局長主持，規劃

課王添顏課長和楊連州先生進行簡報(附錄三)，兩位日本專家透過簡報與

影片的方式，瞭解「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的運作方式。在簡報結束

後，日本專家表示，流量量測相當重要，在水文施測過程中，除了要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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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進行記錄，也應該施測流量資料。由於高流量的狀況多半只會發生在颱

洪時期，而颱洪時期大部分的河川局人員都忙於預警報作業，因此日本多

是委託民間的技術團隊進行流量量測，使水位流量記錄能更加完整。由於

指揮中心的洪水預報系統已發展多年，具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因此兩位

日本專家在此提問了多項問題。此外，十河局也針對河濱高灘地停車場於

颱風期間，車輛遷移公告的時機點問題對日本專家進行諮詢，雙方進行了

不少的經驗交流。在 2 個半小時的討論後，王課長帶領一行人前往十河局

的發訊塔台，發訊塔台位於十河局主建物旁，高達數十公尺，可眺望整個

大台北地區，從上游的大漢溪到下游的淡水河，遠方的台北港，日本專家

從這個地方更加瞭解防洪指揮中心與附近地物之間的關係，也更體驗到台

灣在防洪上的迫切需求，以及所投注的大量研發能量。 

午餐在參訪完發訊塔後，於板橋林家花園附近的餐廳舉行，席間除了

繼續暢談日本在防洪方面的經驗外，也談論了不少日本於防災作業上，政

府機關組織編制方面的問題。 

 

 
十河局的簡報會議由嚴顏光副局長

主持(右二)。 

 
十河局的簡報會議直接在防洪指揮

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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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過程中，宮井先生提問。 

 
簡報在熱烈的討論中進行。 

 
十河局的水情資料蒐集中心。 

 
十河局的預報辦公室。 

 
十河局發訊塔的登頂之路。 

 
發訊塔由多組鋼筋構築而成，上去要

小心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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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訊塔塔頂，楊連州先生(右一)正進

行解說。 

 
發訊塔展望大漢溪浮州橋。 

 

在享受舒適快速的高鐵之後，一行人只花了 1 個小時不到便從台北抵

達了台中。參訪行程第二天下午正是要拜訪負責中區水利事務的第三河川

局。第三河川局位於台中市區，地點是在繁華的小市場中。在抵達三河局

五樓辦公室後，隨即展開大甲溪和烏溪流域的簡報會議，會議由三河局林

傅茂副局長主持，由規劃課陳雍政課長與張維道先生進行簡報介紹(附錄

四)，與會人士還包含水利規劃試驗所陳玉鏡女士與劉中賢先生。 

簡報內容由大甲溪流域開始，簡報中提及大甲溪在和平鄉之後，容易

形成沖積扇；其中，和平鄉的松鶴地區在民國 93 年 7 月 2 日敏督利颱風

時，曾發生嚴重土石流，加上河水上漲，民房有部分遭到掩埋，河道淤積

達 7~8m。同年松鶴上游又因艾利颱風造成河道大崩坍，目前該地列為預

報保全對象。由於民國 89 年 921 地震的影響，此區有大量鬆動的土石堆

積，根據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的估算，該地上游產砂需要 30 年的時間始

能排除。大甲溪流域河床變動劇烈，在預報上有相當的困難度，因此兩位

日本專家在這部分提出了相當多的問題，以徹底了解大甲溪目前的狀況。 

緊接著是進行烏溪流域的簡報內容，烏溪流域含蓋台中縣市及彰化的

工商住宅區，建立烏溪流域的防洪系統，將可提供水利署在豪雨事件時做

好預先防患的工作，對整個中部地區的減災與避災工作提供相當大的助

益。由於烏溪治理計畫已進行多年，且流域內幾乎已建築重現期距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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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堤防，目前烏溪流域已較少因颱風或豪雨造成的外水溢堤洪患。在簡報

過程中，兩位日本專家提出多項問題，包括烏溪流域水文觀測站的設站密

度，資料種類、接收方式、接收頻率等。會議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在將近

傍晚六點時才結束。晚餐由三河局許哲彥局長親自接待，在豐盛的晚餐與

交換禮物後，第二天的行程告一段落，一行人回到台中中信飯店休息，為

明天的現地踏勘儲備活力。 

 
三河局林傅茂副局長主持簡報會議。 

 
簡報會議前介紹參加人員。 

 
大甲溪流域現況簡報。 

 
簡報中對照地圖進行討論。 

 

第三天(96/10/24，星期三)： 

參訪行程的第三天上午，是沿著大甲溪而上直至谷關，再由谷關向下

游依續參觀松鶴橋 (新長青橋)，谷關大橋，馬鞍壩，東豐大橋，石岡壩等。 

松鶴橋是新建橋樑，用以取代較上游的舊長青橋，舊長青橋已於民國

93 年艾利颱風期間遭洪水沖毀，使松鶴部落失去對外交通的聯絡管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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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溪上游的河道邊坡相當不穩定，在踏勘過程中，不時可以看到嚴重的邊

坡崩塌，大自然的驚人破壞力在此展現無遺。整個路程中都可以看到挖土

機在進行河道疏浚，民國 89 年的 921 地震所提供的土方量，隨著這幾年

間的颱風豪雨，被水流帶進大甲溪河道，形成大量淤積。由谷關往下游走，

途中可看到台灣電力公司所屬的馬鞍水力發電廠。馬鞍壩是馬鞍發電廠的

主要建物之一，攔蓄大甲溪河道的水流以供發電。大甲溪的淤積在馬鞍壩

為一分界點，在馬鞍壩以上為大量淤積，馬鞍壩以下則是嚴重的沖刷與間

歇河段的淤積，沖刷的情況致使岩盤裸露。馬鞍壩的疏浚方式，是將上游

的土砂移到壩體下游，在下次洪水發生時，便可將這些土砂往下游沖刷，

使下游岩盤裸露的情況獲得改善。再往下游走到東勢附近，來到聯絡東勢

與豐原的東豐大橋，東豐大橋這段的河道相對平緩很多，土砂於此處再次

沈積於河床。上午行程的最後一站，是到相當具有工程參觀價值的石岡

壩。石岡壩供應台中地區的公共及灌溉用水，921 地震的車籠埔斷層經過

石岡壩壩體，使石岡壩右側三座閘門受到嚴重破壞，喪失蓄水功能，當時

造成大台中地區的供水攤瘓，使地震災情更加擴大。目前石岡壩壩體已經

修復，而因地震受損的三座閘門也保留為地震公園的「歷史文物」，以紀

錄這段歷史。兩位日本專家在參觀石岡壩時，均表示壩體在經過這樣的地

震後仍能修復，真是值得讚嘆。 

 
新建之松鶴橋取代舊長青橋成為松

鶴部落的對外聯絡要道。 

 
舊長青橋原址進行河岸坡面保護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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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關橋上游以貨櫃護坡的工程在前

幾場暴雨中遭到沖毀。 

 
谷關橋現勘。 

 
谷關橋下游位於河道兩側的飯店群。 

 
馬鞍壩現地踏勘。 

 
馬鞍壩排洪閘門。 

 
大甲溪隨處可見的河道疏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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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豐大橋上游河道，遠處即東豐大

橋。 

 
石岡壩管理中心。 

 
大町先生俯腰看著石岡壩因 921 地震

損壞的排洪閘門。 

 
民國 89 年 921 地震對石岡壩造成的

影響透過紀念館保存了下來。 

 
921 地震車籠埔斷層線通過石岡壩。 

 
石岡壩地震公園的 921 紀念碑。 

 

在參訪完石岡壩之後，時間已經過了正午，午餐是在三河局內享用便

當，在餐後進行短暫的休息後，則前往管轄濁水溪流域的第四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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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河川局在民國 89 年委託日本河川情報中心協助進行集集攔河堰

逕流測預報系統的規劃，並在民國 91 年建置完成所需的模式與軟硬體設

備，成為全台灣除了十河局之外，第二個具有洪水預報系統的單位。 

四河局位於彰化縣溪州鄉，由三河局出發約一個小時的車程即可到

達。在抵達四河局時，由胡效天先生進行接待，並由謝錫欽局長與日本專

家進行簡單的茶敘，之後隨即展開簡報會議。簡報會議由謝局長親自主

持，並由規劃課陳文正課長進行簡報(附錄五)，對濁水溪流域降雨逕流測

預報系統進行概括性的說明與介紹。與會人士還包括四河局前副局長鄭啟

峰先生，規劃課胡效天先生，中興工程龔誠山協理，台大水工所李文生博

士等。報告中提及目前的即時水文資料是採用 VSAT 衛星進行傳送，成本

過於昂貴，將於今年改為無線電方式傳輸；此外，由於丹大溪上游約 686

平方公里(佔流域面積 22%)，及武界壩以東約 148 平方公里(佔流域面積 5%)

的範圍均沒有雨量觀測記錄，因此將籌備增設雨量站，使逕流測報能夠更

加準確。兩位日本專家在簡報過程中做了多項提問，包括集集攔河堰於颱

洪期間的操作運轉方式；濁水溪流域內具有流量觀測的水位站；集集攔河

堰上游逕流模式計算結果與攔河堰觀測數據的比較結果；以及系統在運作

階段所遭遇的最大洪流量及系統運作情況等。 

會議於兩個多小時後結束，晚餐由謝局長親自招待。由於各河川局在

業務上所面對的問題有一部分是類似的，且多會向日本專家進行請益，雖

然有些問題已經在前兩天水利署台北辦公室、十河局與三河局提問過了，

但日本專家仍不厭其煩的再進行說明，其工作態度實令人由衷佩服。 

晚餐過後由四河局的司機大哥協助將大夥兒帶回台中中信飯店，這是

在中部停留的最後一晚，明天一大早則要前往本次參訪行程的最後一站：

屏東第七河川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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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局謝錫欽局長主持簡報會議。 

 
規劃課陳文正課長簡報濁水溪逕流

測預報系統。 

 
簡報過程中，宮井先生提問問題。 

 
簡報完進行熱烈討論。 

 

第四天(96/10/25，星期四)： 

參訪行程的第四天及第五天，是前往屏東的第七河川局。一大早由台

中搭乘高鐵出發，前往高鐵最南端的終點站：高雄左營。在一小時的車程

後即抵達了高雄，並在七河局黃傭評先生的接待下，前往位於屏東市的第

七河川局。在七河局張良平局長的歡迎下，簡介高屏溪現況的簡報會議於

上午十點左右展開。會議由規劃課黃傭評先生進行簡報(附錄六)，與會人

士有規劃課詹水性課長，水利署台北辦公室徐郁涵小姐，台大水工所李文

生博士。 

由於高屏溪流域目前尚未建置洪水預報系統，因此主要是針對高屏地

區的現況進行說明。高屏地區於去年 612 豪雨和今年的聖帕颱風期間，於

瑪家一帶山區發生三日降雨達一千公釐的暴雨量，致使多處地區發生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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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其中，以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和高雄縣美濃鎮的大範圍淹水最嚴重。簡

報內容除對此部分進行說明外，並對高屏溪的資料蒐集設施，還有人工濕

地的處理進行報告。如同這幾天的簡報會議，兩位日本專家均進行了相當

詳細的提問，會議結束的時間同樣長達 2 個多小時。午餐地點是在東港鎮，

由七河局設宴招待，午餐後便開始整個下午充實的現勘行程啦! 

 
七河局簡報會議由張良平局長主持。 

 
規劃課黃傭評先生進行高屏溪現況

簡報。 

 
簡報結束後的熱烈提問與討論。 

 
張局長與宮井交換禮物表示歡迎與

感謝。 

 

在享用完七河局熱心招待的午宴後，參訪行程第四天的下午，便是前

往羌園進行現勘。屏東羌園是全國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地方，歷年來逢雨必

淹，今年接連的豪雨颱風，更使羌園積水十幾天不退。針對羌園的淹水問

題，水利署和屏東縣政府合作，將以「村落圍堤」的方式進行整治。村落

圍堤是以防水牆阻隔村莊周圍地勢較高處所流下來的逕流，再利用抽水機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709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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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村莊圍堤內的逕流抽出堤外，使村莊內不致淹水。參觀路線首先是針對

抽水機增設處進行現勘，並以現地建物高度說明過去淹水所達到的深度。

接下來則是環繞村莊參觀「村落圍堤」的防水堤設施，配合地勢與水流方

向的解說，使大家瞭解完工後將產生的功效。 

在參觀過羌園之後，下一個參觀路線是前往高屏溪畔的舊鐵橋人工濕

地公園。舊鐵橋橫跨高屏溪，是一座廢棄的火車鐵軌橋，由於舊鐵橋工程

結構優美且具有歷史意義，廢棄後成為觀光遊憩景點。民國 91 年，第七

河川局為解決高屏溪畔高莖作物充斥及河川髒亂的現象，撥款高雄縣政府

辦理高屏溪右岸高屏大橋至舊鐵路橋高灘地綠美化工程規劃設計，由曹公

圳引水至舊鐵路橋，結合舊鐵路橋景點發展親水休憩設施，成為具淨水、

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教育等多目標的人工濕地。 

高屏攔河堰是人工濕地公園後的下一站，位於鐵路橋上游約 2 公里

處。此處參訪由高屏攔河堰管理中心主任林世明先生親自解說，內容中提

及高屏溪攔河堰由橡皮壩及固定堰構成，僅有抬高水位而無蓄水功能，於

豐水期可與南化水庫聯合運用，提供高雄地區的用水。此外堰體旁亦設有

魚梯，供迴游性魚類溯上產卵，以減少對生態的衝擊。高屏攔河堰可確保

用水量穩定而降低用水成本，亦可減低地方水權的紛爭並提升用水水質，

與南部如曾文、南化水庫等的聯合運用，更可以大幅提升水資源的有效利

用，對於高屏地區的用水具有相當大的改善功效。 

參觀至此已將近傍晚五點了，本日最後一個參訪地點是位於里嶺大橋

的水位站，使日本專家能夠瞭解目前高屏溪的水位站設施。里嶺大橋水位

站採用太陽能板發電，將電力儲存於電瓶後，提供自計式機器運作。在參

訪完水位站後，終於結束今天的參訪行程，回高雄中信飯店休息。今天的

晚餐為自由行程，高雄中信飯店位於愛河畔，晚間的休閒活動可在愛河邊

散步，消除數天下來現地踏勘的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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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園地區的排水工程，增設了抽水機

加速區域排水。 

 
排水渠道兩旁的堤防仍保留上次淹

水的痕跡。 

 
現場踏勘時，宮井和大町仔細詢問現

地的狀況。 

 
羌園的抽水管線與閘門。 

 
村落圍堤施工現況解說。 

 
村落圍堤的防水堤，圖中的溝槽可加

裝防水板阻隔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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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圍堤終點，大町先生按圖提問水

流方向。 

 
舊鐵橋濕地公園，舊鐵橋基於安全因

素已經封閉。 

 
舊鐵橋濕地公園現場解說。 

 
高屏攔河堰管理中心主任(右二)解
說。 

 
高屏攔河堰為橡皮壩與固定堰。 

 
攔河堰下游的板橋座，於乾季時架上

板橋，方便兩岸工作的農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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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嶺大橋的水位站儀器箱。 

 
里嶺大橋水位站的現場解說。 

 

第五天(96/10/26，星期五)： 

參訪行程的第五天上午是到高雄縣美濃鎮參觀。高雄縣美濃鎮位於旗

山溪支流美濃溪畔，境內易淹水的地區，是位於該地具有「三夾水」之稱

的地區。所謂的「三夾水」，是指美濃地區美濃溪，中正湖排水，以及竹

子門排水的匯流區。中正湖排水位於美濃溪右岸，竹子門排水位於美濃溪

左岸，兩條排水路自美濃溪左右岸幾乎以對稱方式匯入美濃溪，「三夾水」

的結果，造成匯流區下游水位湧高，河水渲洩不及漫淹溢堤而致淹水。 

參訪路線首先是到美濃溪上的美濃橋，現勘未整治河段的河道狀況。

順著美濃橋邊的路拐個彎，便可到當地的天后宮，此地即為「三夾水」的

匯流區。在天后宮有七河局工務所主任針對三夾水的狀況進行現場解說。

根據現場解說，竹子門排水上游為台電之發電廠，於洪水時期將停止發

電，減少發電放水，然而由於沿岸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逕流量，因此對於三

夾水處的水量減緩效果有限。現場亦討論若將竹子門匯入美濃溪的位置改

道，是否可減少美濃溪於匯流後流量過大的問題。此外，於天后宮現勘時，

亦有當地熱心民眾協助說明於梧堤颱風時的淹水狀況，三夾水處從發現溪

水暴漲到溢淹過堤，僅有數十分鐘的時間，可見上游所提供之流量在此處

的確造成嚴重渲排不良的問題。 

接下來則是前往中正湖，中正湖為高雄縣僅次於澄清湖的第二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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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來儲水灌溉的人工湖，並具有觀光遊憩的用途。中正湖於颱洪時期具

有調節水量的功能，但由於此處並未有水位觀測，因此日本專家建議增設

水位站，由水位觀測搭配閘門操作，使中正湖排水受到控制，減少三夾水

地區的流量。 

 自中正湖後，陸續參觀中正湖排水路的美湖橋，美濃溪三夾水下游

的東門橋，西門橋，以及已經完成河道整治的中壇橋下游。在參觀結束後，

時間已過了中午，大家在美濃地區用過午餐，距離高雄高鐵發車的時間只

剩 2 個小時，便在此處揮別七河局的伙伴，兩位日本專家的現場參訪行程

暫時告一段落。接下來是兩天的週末假期，可以讓日本專家們好好的休

息，並為星期一的總結報告會議做準備。 

 
高雄縣美濃鎮的美濃橋，位於美濃溪。 

 
東門橋就在美濃橋下游不遠處，圖中

為現勘情況。 

 
中正湖排水，遠處天后宮之後為竹子

門排水，兩條排水渠道於天后宮處與

美濃溪交會。 

 
於天后宮「三夾水」現場，熱心民眾

訴說過去淹水時的現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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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井先生詳細詢問三夾水的相關問

題。 

 
中正湖一景。 

 
中正湖涼亭遠眺中正湖之排水閘門。 

 
日本專家於涼亭處仔細詢問中正湖排

水渠道的狀況。 

 
中正湖排水渠道一景。 

 
美濃溪東門橋兩岸高灘地有民眾種植

的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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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溪西門橋現地踏勘。 

 
美濃溪西門橋上游河道，遠處橋墩有

漂流物的堆積。 

 
美濃溪中壇橋處的河道已整治完成，

河道寬廣並築有高堤。 

 
中壇橋上游河道一景。 

 

第八天(96/10/29，星期一)： 

時間過得相當的快，日本專家參訪行程的最後一天，是來到國立台灣

大學水工試驗所，對各個參訪過的河川局現有以及將來所要面對的防洪問

題進行建議。會議由水利署廖宗盛副署長主持，兩位日本專家以簡報(附錄

七)方式對十河局，三河局，四河局，七河局做出了數項建議。 

與會人員有第一河川局蔡萬宮局長，林德清課長，林家褀先生；第三

河川局規劃課張維道先生，第四河川局陳文正課長，第五河川局楊人傑課

長，第七河川局規劃課黃傭評先生，第十河川局黃巨松先生，水利署水利

防災中心張國強主任，徐玉涵小姐，水源經營組陳茂泉先生，水文技術組

林文勝先生，水利規劃試驗所陳玉鏡女士，劉中賢先生；台灣大學李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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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李文生博士，李志鵬先生，王耀霖先生等。 

簡報首先對世界各國因水患造成的損失進行說明，並由此導入洪水預

警報的概念，除了說明洪水預警報發展的歷史外，並對洪水預警報系統所

應涵蓋的軟硬體系統，機關組織，洪災前整備工作，以及汛期前的演習等

事項進行說明。其次，則是對淡水河與濁水溪洪水預報系統進行建議，說

明雖然這兩套系統目前正在運作，已有一定的基礎與規模，但不能以此為

滿，必須抱持系統仍有相當大改進空間的信念，才能有不斷進步的空間。

最後則是分別對大甲溪，烏溪，以及高屏溪的洪水預警報系統提出建議規

劃構想。 

會議在歷經 3 小時的熱烈討論後結束，宮井和大町先生豐富的經驗與

專業的建議使與會人員受益良多，更為這次的活動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廖副署長於台大水工所主持此本活動

的成果研討會議。 

 
宮井先生針對一個星期來的參訪結果

進行總結報告。 

 
成果研討會議邀集水利署各所屬機關

一同參與。 

 
成果研討會議的簡報內容皆是日本專

家多年累積的經驗所提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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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町先生進行簡報。 

 
簡報內容除了針對各流域進行建議

外，還有一些歷史數據及概念的解說。 

 

六、成果彙整 

96 年台日計畫日本專家來台指導「大甲溪、烏溪及高屏溪流域洪水預

報系統規劃」活動，針對各目標流域有以下建議成果： 

大甲溪流域： 

 以后豐大橋為預報基準點，於該地增設水位站，訂定警戒水位，

建立水位-流量率定曲線。 

 建立后豐大橋水位與石岡壩放流量的關係，包括石岡壩放流量傳

遞到后豐大橋的時間，以及后豐大橋在石岡壩不同放流量下的水

位值。 

 大甲溪上游，以石岡壩和馬鞍壩為控制點，以貯蓄函數法分別建

立馬鞍壩以上地區，以及石岡壩和馬鞍壩之間地區的逕流模式。 

 建立石岡壩和馬鞍壩放流量之間的時間影響關係。 

 建立馬鞍壩上游流量對馬鞍壩流量的影響關係，由於馬鞍壩上游

坡度陡，流速快，水位流量的關係建立不易，可由馬鞍壩上游天

輪，谷關，青山，以及德基水庫的流量進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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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溪流域： 

 建議以下游的鐵路橋為預報基準點，同樣要增設水位站，建立水

位流量率定曲線，並訂定警戒水位。 

 烏溪上游可歸納為三大部分，除了烏溪本流外，還有大里溪和貓

羅溪，可依此三大部分建立合適的模式及合適的參數。 

高屏溪流域： 

 本流域的洪水預警報系統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高屏溪主

流的預報系統，第二部分為美濃溪流域的預報系統。 

 高屏溪主流的預報系統可依上游的旗山溪和荖濃溪，以及高屏溪

本流三部分為主，在雨量站，水位站的密度上仍可繼續加強，在

現有水位站處，應建立水位流量率定曲線，並建立警戒水位。 

 建議舊鐵橋濕地公園建立警報系統及規劃疏散路線，以協助公園

民眾於必要時期進行疏散。 

 美濃溪流域範圍小，集流速度快，不能等下雨後才開始預報，必

須進行降雨預報，對該區的河川和排水系統進行洪水演算。其中，

中正湖排水的部分，應於中正湖建立水位站，並訂定警戒水位，

建立避難指示路線。中正湖排水是下游淹水的重大影響因素，此

區的水位記錄要完善。 

綜合以上報告內容，對於水利署未來於各河川流域建立預警報系統所

要進行的努力，可以做出總結如下： 

 加強過去 5~10 年水文資料的蒐集，整理及分析。 

 加強水文觀測站的傳遞及蒐集系統。 

 加強水文資料的整理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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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各預報基準點的警戒水位(注意、警戒、危險)。 

 以洪水預報模式為輔助方式，對最高水位，下游水位，及危險降

雨強度進行計算。其中最高水位可採用合理化公式，單位歷線法，

總雨量法進行估算；下游水位可透過上下游水位關係，上游人工

結構物放流量等來建立；危險降雨強度則建議應用於小面積流域

的目標區域。 

 加強經驗的累積及教育訓練。 

 整合洪水預警報系統與防災的演習訓練。 

 各相關單位間權限，人力，資金，設備，知識，以及經驗等的協

調。 

 積極參加各國際學會和國際協力機構，如國際水資源學會(World 

Water Forum, IWRA)，亞太地區水文水資源協會(Asia and Pacific 

Association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PHW)，亞洲河川

流域聯合組織(Network of Asian River Basin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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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常用洪水預報模式在沖淤劇烈河川之適用性研

究 

經濟部水利署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經濟部水利署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報告人：葉克家教授報告人：葉克家教授

Oct,22,2007

簡報大綱
1.計畫緣起與目的

2.河川分類

3.水文水理洪水預報模式回顧

4.模式檢定與驗證

5.模式比較

6.初步成果與未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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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緣起

台灣地區近年來水文特性有明顯之改變，
各 流域降雨量時有接近或超越設計雨量之情形
發生，且降雨集中使得低窪地區在短時間內無
法排放多餘之水量而造成淹水災情 。

為避免決策者發佈洪水警報過於頻繁，準
確預測降雨及洪流量成為相當重要之課題。

1.計畫緣起與目的

(2)目的

 在評估沖淤劇烈之河川於洪水期間，其洪水
位是否會因底床變動而產生較假設為定床時
有更大之變化，進而影響到定床洪水預報模
式預測洪水位之準確性 。

 評估目前台灣常用洪水預報模式在流況複雜
水系(超亞臨界混合流況)之水文、水理數模

方面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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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鍵課題

 一般而言，預報模式包括三主要模組：降雨預
測、降雨-逕流分析、河道演算，本計畫旨在針
對河道演算部分進行五個數模之功能與限制評
估。

 五種數模之比較係在相同之歷史或合成颱洪下原
則上，以相同上游邊界入流、側入流及下游邊界
條件進行模擬。

 各模式由陡坡進入緩坡或陡坡與緩坡交
替河道之模擬功能評估。

 定床模式在沖淤劇烈河道上，推估洪水
位可能誤差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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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計畫流程圖

相關基本資料收集與彙整

(斷面穩定及變化劇烈者)

水文、水理預報模式回顧與研選

(穩定與變化劇烈各一條)

水文、水理數模洪水預報之比較

第一年初步成果與建議

動床模式測試與檢定

定床與動床洪水預報數模之比較

河道劇烈沖淤變化對
洪水位影響之評估

技術移轉與教育訓練

第二年

動床模式回顧與研選

河川分類

第一年

水文、水理預報模式測試與檢定

台灣常用洪水預報模式在沖淤劇烈河川之適用性研究

成果與建議

河川分類(斷面穩定或變化劇烈者)

綜觀國內外有關河道穩定判別之相關文獻，至今尚

未有一套通用之標準，本計畫乃就現有之國內外相關文

獻及與判別指標予以介紹，並在其中選定一判別指標，

作為河道穩定度判別之標準。

2.河川分類



 

 
30 

斷面垂直穩定分析-勞哈金數( f1 )

勞哈金(Лохтин 1948)認為河床穩定程度取決於水

流對河床的作用力與河床泥沙的抵抗力間的對比關係，

因此提出勞哈金數( f1 )作為分析指標。其定義如下：

式中，Dm = 床值平均粒徑(mm)；Sw =水面比降(%)。
一般而言，f1越大表示河床越穩定。

w

m

S
D

f =1

經常發生泥砂運動，河床演變速度快f1 < 1
整年皆有推移載運動f1 = 2~15

河床只在洪水期有變化f 1 = 15~20

斷面橫向穩定分析-阿爾圖寧河寬穩定指標( K1 )

阿爾圖寧(C.T. Aлтунин 1962)認為穩定的河床其
寬度、比降和流量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係，並將此概念
引入河寬的經驗公式中，提出阿爾圖寧河寬穩定指標
(K1)，其定義如下：

式中，Wb=滿槽流量下之河寬(m)；S =坡降；Qb =滿槽流量(cms)。
K1值越大表示河岸越不穩定，河床橫向穩定性越差。K1大於6為橫向
不穩定。

5.0

2.0

1
b

b

Q
SW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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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年重現期洪水為滿槽流量進行河道計算，並使
用HEC-RAS模式得此二指標所需之數值資料，以
便進行指標計算。以淡水河及濁水溪兩河為例，得
其指標如表1所示。

 在穩定判別上，當f1或K1指標兩者皆為穩定時，斷
面則為穩定；當兩指標一為穩定、一為不穩定時，
則斷面屬較不穩定狀態；若兩指標皆處不穩定範圍
時，斷面則判定為不穩定。

表1.河道穩定判別指標

 

流域 斷面位置 K1 指標 f1 指標 穩定 較不穩定 不穩定 
淡水河 新海橋 1.37  6.95  ˇ   
淡水河 後村堰 4.30  4.16  ˇ   
淡水河 三鶯橋 2.17 8.47  ˇ   
淡水河 鳶山堰 2.21  5.21  ˇ   
淡水河 大溪橋 2.26 11.50   ˇ  
淡水河 溪洲大橋 4.52 8.35   ˇ  
濁水溪 西濱大橋 2.61 0.67  ˇ   
濁水溪 彰雲橋 3.70 4.35  ˇ   
濁水溪 玉峰橋 6.31 9.09    ˇ 
濁水溪 寶石橋 6.25 14.93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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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ˇ鹽水溪

朴子溪

ˇ八掌溪

ˇˇ
曾文溪

ˇ
蘭陽溪

ˇˇˇ
濁水溪

ˇˇ
烏溪

ˇ
大甲溪

ˇ
頭前溪

ˇˇˇ
(僅基
隆河)ˇ淡水河

FRLFI
(蔡長泰)

濁水溪
逕流預測
系統

大甲溪
防洪
系統

SOBEK
(FEWS)

減災格網
(NEWC)

ANFIS
(類神經)

淡水河
模式

(顏清連)

淡水河
模式

(蔡丁貴)

REFO
R

(李戎威)

模式

河名

目前已開發或進行建置中之預報模式及其建置流域目前已開發或進行建置中之預報模式及其建置流域

SOBEK模式

SOBEK模式為荷蘭WL/Delft Hydraulics 公司所研發，

為一套整合河川、都市排水系統與流域管理之商用程

式，並分為SOBEK Rural、SOBEK Urban 及SOBEK 
River三套模式，包含降雨逕流、河道演算、水質模

式、輸砂模組、即時控制(real time control)及漫地流

(overland flow)等模組。

模
式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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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K模式

本研究主要針對河川模式進行評估，以下對SOBEK
模式之河川模組理論進行介紹：

SOBEK模式可串連一維河道模組(channel flow
module,簡稱CF)，CF模組為計算一維河川網路之模
式，模擬河道中水深及流量隨時間變化情形，並可針
對各項水工結構物進行處理，主要有以下特點：

模
式
簡
介

SOBEK模式執行
主畫面

SOBEK模式

(1)可模擬明渠流或管流，並適用於各種斷面
條件；

(2)可模擬超臨界流與亞臨界流之混合流況；
(3)可模擬複雜之河川網路（主支流）情形；
(4)可與其他模組結合，如漫地流、降雨逕流

等模組。

模
式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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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K模式

進行模擬前需做資料前處理，如斷面、Arcview資

料、水工結構物等地文資料，以及雨量、流量與

水位等水文資料，輸入完成後，始可進行水文水

理計算，進行各項模擬。雖前置作業繁雜，但其

功能強大，可對洪水預警、區域排水、水庫潰壩

與堰塞湖問題等進行模擬，並可計算一維河川或

渠道中的回水效應，對於複雜的河川網路或是具

有迴路的流動情形皆可適用。

模
式
簡
介

模
式
特
點

淡水河模式

(1)降雨預報：依降雨特性選擇適合預報模式
(如梅雨或颱風)。

(2)洪水預報(河川演算模組)：一維緩變量流
動力波理論。

(3)潮位預報：調和分析結果。
(4)逕流預報：採用「半分布並聯型水庫概念

預報模式」模擬降落於集水區之雨水所產
生的地面逕流量。

(5)水庫運轉模式-水桶模式及規線。

本研究將針對其河川演算模組進行評估。

模
式
簡
介

預
報
模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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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洪水預報模式之操作介面架構，包括：

系統維護、監測、預報、決策支援等4部份，如下圖所示。

淡水河流域洪水預報模式之操作介面架構，包括：

系統維護、監測、預報、決策支援等4部份，如下圖所示。

具有預測降雨、降雨逕流、河川演算與水庫操作
等功能，可進行即時演算與事前演算之功能。本
模式並以水位站觀測值進行水位回饋演算，以提
升模式預報之精確性，唯需於河道多處設立水位
站，方能達此功能。本模式僅適於緩坡亞臨界流
況。

模
式
特
點

淡水河模式

模
式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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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性網路模糊推論系統 (ANFIS)

利用流域之水位流量與雨量資料，探討測站間的

相關性，在預測洪水時，在模式輸入上以各水位

站及其上游之雨量站資訊為輸入之對象，進行模

式演算，即可得知各水位站之水位，完成預報之

工作。本模式可精確預測河道所設置水位站之水

位，但若當地缺乏水位站之設置，則無法進行水

位預測，為其較不適用之處。

模
式
簡
介

模
式
特
點

減災格網(NewC)模式

(1)降雨預報：採『颱風降雨趨勢推估決策支援
系統』，可推估流域未來24小時降雨趨勢

(2)洪水預報：一維NewC法模組。
(3)潮位預報：調和分析結果。
(4)逕流預報：採用地貌形逕流模組，可進行側

入流量之模擬。
(5)抽水站排水模擬：依抽水站運轉規則，納入

側入流量。

模
式
簡
介

預
報
模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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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格網(NewC)模式

具有預測降雨、降雨-逕流、河川演算等功能，
而且各模組可隨時以新模組替換。其河川演算之
NewC模式可於亞、超臨界流及跨臨界流進行演
算，並利用伴隨狀態法求得最佳參數，且模式穩
定性極高，在河川坡陡流急的環境仍能有效完成
極端事件的模擬。但NewC法無法正確描述陡緩
坡交界處水躍附近之水剖面線。

模
式
簡
介

模
式
特
點

EFAEFA一維河川水理模式模式一維河川水理模式模式

有限解析法(finite analytic method)為美國佛羅里
達大學陳景仁教授所創，主要可分為隱式及顯式
法兩種，由於隱式有限解析法之解法係針對橢圓
或拋物線型之偏微分方程式求解，如用於雙曲線
偏微分方程(明渠水流即為一例)則不太適合，因
此才有顯式有限解析法的發展及提出。

優點 : 推導容易及精度良好

模
式
簡
介

模
式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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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AEFA一維河川水理模式模式一維河川水理模式模式

使用Fortan 90所建置之模式，無視窗化介面，視
欲模擬流況輸入上下游邊界與初始條件後，即可
進行河道洪水模擬。模式進行河道演算時，可處
理陡、緩坡交界之流況，於水躍流場或其他水位
突變，不致有數值震盪現象發生。於網狀河流亦
可進行主支流之模擬，但在主支流之跨臨界流上，
尚未發展完成。

模
式
簡
介

模
式
特
點

預預 報報 模模 式式 檢檢 定定

本計畫擬進行檢定與驗證之五種洪水預報模式當中，有
關降雨預測方面，只有淡水河模式與 NewC洪水預報模
式具有此功能，因此對降雨預測與降雨-逕流方面，以已
知雨量或水位、流量代替之，直接進行河道演算之測試
與檢定，亦即將五種模式置於相同之邊界條件下，以評
估其河道演算之功能與適用性。

4.模式檢定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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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預 報報 模模 式式 檢檢 定定

本計畫以一條斷面穩定與一條斷面沖淤變化劇烈之河川
進行檢定與驗證。

穩定河川：淡水河
沖淤劇烈河川：濁水溪

八掌溪部分，由於其斷面變化過於劇烈，尤其於上游段
部分，呈現陡緩坡交錯之情形，可能會在模式評估上產
生較分歧之結果。而濁水溪下游河段雖平緩，但接近中
上游段，其斷面變化有漸趨劇烈之情形，故以濁水溪作
為模擬評估之對象。

預預 報報 模模 式式 檢檢 定定

以2005年之泰莉颱風作為檢定之對象，模擬時間為
8月30日20時起至9月1日1時止共30小時。使用河道
斷面資料為2003年之實測斷面。

以大漢溪鳶山堰、三峽溪柑城橋、新店溪碧潭、景
美溪寶橋以及基隆河五堵之實測流量作為上游邊界
，以淡水河河口潮位為下游邊界。

將淡水河各主支流分別納入模擬，分別為：淡水河
主流、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三峽河、二重疏
洪道、景美溪。

模
擬
範
圍

邊
界
條
件

淡水 河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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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模式水位比較圖淡水河模式水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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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預 報報 模模 式式 檢檢 定定

以2005年之泰莉颱風對SOBEK CF模組進行檢定，模
擬時間為8月30日20時起至9月1日1時共30小時。模式
所使用之河道斷面資料為2003年之實測斷面。

以石門水庫與翡翠水庫之放流量作為上游邊界條
件，並在各河段匯流處輸入實測水位值，河口處
輸入潮位資料。

淡水河主流、大漢溪(上游至石門水庫放流口)、
新店溪(上游至翡翠水庫放流口)、基隆河、三峽
河、二重疏洪道、景美溪。

模
擬
範
圍

邊
界
條
件

SOBEK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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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K模式水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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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預 報報 模模 式式 檢檢 定定

引用2005年泰莉颱風事件檢定淡水河流域之河道曼寧N
值與驗證河川模式模擬水位歷線。河川模式演算使用
2003年實測斷面，在河川模式演算過程中，匯入河道的
側入流量來自地表逕流模式模擬所得之逕流歷線，本研
究乃將淡水河流域劃分為227個單元集水區(如圖3）進
行地表逕流演算以求得各單元集水區之逕流歷線。
圖4為檢定後各觀測站之水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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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淡水河流域集水區分區圖

NewC模式水位比較圖

土
地
公
鼻

台
北
橋

新
海
橋

獅
子
頭

五
堵
站

中
正
橋



 

 
45 

預預 報報 模模 式式 驗證驗證

上述三個模式經過檢定後，再以另三場颱風事件進行驗
證，分別為2004年艾利、2005年之馬莎與海棠，其結果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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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K模式水位比較圖(馬莎)

獅
子
頭

土
地
公
鼻

台
北
橋

新
海
橋

中
正
橋

五
堵
站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計算

-1.2

-1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1.8

2

2.2

2.4

2.6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計算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計算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計算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計算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計算

NewC模式水位比較圖(馬莎)

土
地
公
鼻

獅
子
頭

台
北
橋

新
海
橋

中
正
橋

五
堵
站



 

 
47 

淡水河模式水位比較圖淡水河模式水位比較圖((艾利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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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K模式水位比較圖(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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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模式水位比較圖(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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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K模式水位比較圖(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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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比較出各模式間所模擬之水位值與觀測值間之差
異，各模式所驗證之颱風資料，選取幾個水位站，
對觀測值與各模式之計算值表列出。

選取之水位站分別為台北橋、新海橋、獅子頭、土
地公鼻、秀朗橋、寶橋、中正橋、及五堵等八個水
位站，目前只針對穩定河道（淡水河）進行模式比
較。

5.模式比較

-1.50

-1.00

-0.5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淡水河

 NewC

SOBEK

台
北
橋

-1.00

-0.5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淡水河

NewC

SOBEK

新
海
橋

-0.80

-0.60

-0.40

-0.20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淡水河

NewC

SOBEK

獅
子
頭

土
地
公
鼻

中
正
橋

五
堵
站

-0.5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淡水河

NewC

SOBEK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1.40

1.6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淡水河

NewC

SOBEK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0 5 10 15 20 25 30

時間 (h)

水

位

 

(

m

)

觀測

淡水河

NewC

SOBEK

海棠颱風



 

 
51 

以海棠颱風事件之整體表現而言，NewC模式與SOBEK
模式之模擬結果較淡水河模式為準確，淡水河模式
於大部分之水位站皆有低估之情況產生，可能是因
淡水河模式只在緩坡之流域進行模擬，其上游部分
則當作邊界條件處理之，再者淡水河模式之側流量
亦只在緩坡部分加入，故可能因此造成較大之影
響。而NewC模式與SOBEK模式則各有優劣，但綜觀八
個水位站之模擬結果而言，兩者皆與觀測水位相當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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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艾利颱風事件之整體表現而言，NewC模式
與SOBEK模式之模擬結果較淡水河模式為準
確，淡水河模式於此颱風事件亦有低估水位之
情況產生，而NewC模式與SOBEK模式則各有
其表現較理想之水位站，但綜觀八個水位站之
模擬結果而言，兩者皆與觀測水位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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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莎颱風事件之整體表現而言，此三種模
式於此颱洪事件皆有不錯之模擬結果，淡水
河模式各個水位站之表現比之其他兩種模
式，亦不遑多讓，有相當不錯之計算水位。
綜觀八個水位站之模擬結果而言，三種模式
皆與觀測水位相當接近。

 完成基本資料收集與彙整：對中央管河川之斷
面資料與基本相關資料以及本計畫所評估淡水
河與濁水溪之水文資料。

 完成河道穩定與不穩定之初步判別：以陳樹群
教授於『台灣地區河川型態分類準則研擬』一
書中所提出之K1及f1指標進行分類，並輔以航
照圖進行判別工作，將中央管25條河川進行初
步之分類。

6.初步成果與未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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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水文、水理之預報模式回顧與研選：對本
計畫所評估之五種模式以及國內相關之模式進
行回顧與介紹。

 完成穩定河道之模式之檢定與驗證工作：以
2005年泰利颱風作為檢定之對象，分別對淡水
河模式、SOBEK模式、NewC模式與EFA模式
進行參數檢定，目前已對淡水河模式、
SOBEK模式與NewC模式三種模式完成檢定工
作，並對此三種模式進行驗證，所驗證之颱風
分別為2004年之艾利以及2005年之馬莎與海
棠。

 在穩定河道部分完成三種模式之初步比較：

以各模式所驗證之海棠、艾利及馬莎颱風事件之
結果，對各水位站模擬水位與觀測水位進行比
較。由結果可知，三種模式中以淡水河模式之表
現較不理想，而SOBEK與NewC模式皆有不錯之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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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沖淤劇烈河川進行模式之檢定與驗證。

 在沖淤劇烈河川上，SOBEK模式與NewC模式已對濁
水溪下游段完成初步之檢定，而在其餘模式部分，
除了EFA模式尚在穩定河道(淡水河)進行檢定外，
淡水河模式也正對沖淤劇烈河川(濁水溪)進行檢定
工作。

 對各模式於沖淤劇烈河川之表現情形，做一綜整之
比較 。

未來工作



 

 
56 

附錄二 TAI-RAINS: Taiwan Area Internet-based Runoff 

And Inundation Nowcasting System 

Tim Hau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Hydrotech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RAINS : Taiwan Area Internet-based 
Runoff And Inundation Nowcasting System

 

Content
 TAI-RAINS

 Climatologic Typhoon QPF Module
 Geomorphologic Runoff Module
 NewC Channel Routing Module
 XML-Based I/O files, Adapters & Workflows
 System Design

 System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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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QPF bases on the phase-lock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typhoon centers, wind speed and station rainfall 
by climatology data. 

 Utilize the typhoon track and wind speed forecasts by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JMA) and Joint Typhoon Warning Center
(JTWC) as predictors.

 Provides 24-120 hr lead-time at 1-hr resolution.

 Provides historic typhoon route/wind and rainfall for 
references.

 Provides error analysis due to model and model+route.

Typhoon Climatology QPF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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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rs the Island at 0.0125 deg. Lat-Lon resolution, and 
divides into watersheds

 Supplies data for flood forecasting as well as for decision 
support GUI display

Climatologic Typhoon QPF Products

TanShui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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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on
SCS Curve 

Number 
Technique

Direct Runoff
Muskingum-Cunge
or Kinematic wave

Baseflow
Two cascade 

buckets

Geo-Morphological Runoff Module

 

 

Direct Runoff Module
 Without linear assumption. Real-time computation.
 Save the state variables in all the gullies constructed from 

DEM to be retrieved as the initial condition for next forecast.

 

 



 

 
60 

Direct Runoff Hydrographs 
 Direct runoff hydrograph from 10mm/1hr-duration 

excess rainfall with different Manning’s roughness coef.
 Surface runoff through a linear reservoir with k=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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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 Channel Routing Module
 Adopts NewC Scheme by Kutija(2002) for flood routing
 Use staggered grid, eliminate stage and reduce to tri-

diagonal coefficient matrix of discharge, similar to 
Abbott-Ionescu technique

 Simplify the convective acceleration term to enable 
stability for trans-critical flow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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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 Scheme, Pro and Con
 Pro: Continuous trans-critical simulation enabling future 

data assimilation with Adjoin State Method.
 Con: Stage is not correct where depth variation is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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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shui River Channel/Catchment Layout 

 

 

XML-Based I/O files, Adapters & Workflows

 Define XML I/O files for all hydrologic 
models. Time-series and map-stack types.

 Use pre- and post adapters to encapsulate 
hydrologic models.
 Pre Adapter ：transform time series xml into 

hydrologic model input format (java)
 Hydrologic simulation model (any language)
 Post Adapter ：transform hydrologic model output 

format into time series xml (java)

Model BModel A Model C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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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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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emo

 

 

Summary
 A prototype internet-based, spatially distributed, 

very modulized system for runoff and flood 
potential nowcast is realized and operationally 
tested.

 Some basic hydrologic modules are constructed, 
and it is open to others.

 Decision-support functions are under development 
to provide the needed information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Can easily be expanded to do ensemble forecasts, 
urban inundation potential nowcast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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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TimeSeries file - Shihmen Q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TimeSeries xmlns="http://www.wldelft.nl/fews/PI" version="1.2">

<series>
<header>

<type>instantaneous</type>
<locationId>10201</locationId>
<parameterId>Q.for</parameterId>
<timeStep multiplier="1" unit="hour" />
<startDate date="2001-09-16" time="23:00:00" />
<endDate date="2001-09-17" time="05:00:00" />
<missVal>-999.0</missVal>
<units>m3/s</units>

</header>
<event date="2001-09-16" time="23:00:00" value="2483.30" />
<event date="2001-09-17" time="00:00:00" value="2536.59" />
<event date="2001-09-17" time="01:00:00" value="2551.14" />
<event date="2001-09-17" time="02:00:00" value="2518.05" />
<event date="2001-09-17" time="03:00:00" value="2437.03" />
<event date="2001-09-17" time="04:00:00" value="2498.04" />
<event date="2001-09-17" time="05:00:00" value="2514.13" />

</series>
</TimeSeries>

Header

Time Series 
Data

 

 

XML MapStack file - QPESUMS
 2D data are stored in ESRI spatial data format.
 Only file name is provided in XML file.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MapStacks version="1.2“ xmlns="http://www.wldelft.nl/fews/PI">

<mapStack>
<locationId>taiwan</locationId>
<parameterId>P.obs</parameterId>
<timeStep multiplier="1" unit="hour"/>
<startDate date="2006-11-14" time=“16:00"/>
<endDate date=" 2006-11-14 " time=" 16:00 "/>
<file>

<ascii file="grid_rain_0000.001"/>
</file>
<event date=" 2006-11-14 " time="00:00/>

</mapStack>
</MapS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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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low XML for Tanshui River

<generalInformation>
<element>

 

 

<generalAdapter>
<element>

Workflow XML for Tanshu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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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low XML for Tanshui River

<generalAdapter>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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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簡介 

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簡介

-1-

成立目的

經濟部水利署為辦理淡水河台北市轄外之河段

各項防洪排水設施統一運轉業務，特於民國85年設

立「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利用傳訊科技即

時收集之水文氣象資料進行展示、分析與研判，據

以研擬防洪操作方案，下達防洪操作指令，以達到

統一指揮之目的。

壹、前言



 

 
70 

-2-

組織

「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直屬經濟部水利

署，由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

處、台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及基隆市政府等共同

組成，負責執行淡水河流域內防洪設施之防洪指令

下達，因各項相關設施分由不同機關操作管理，故

防洪工作採統一指揮、個別操作之方式執行。

貳、組織與任務

-3-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

召 集 人 、 副 召 集 人

執 行 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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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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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務

o 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資訊收集研判統合指

揮防洪工作，發布水情通報及洪水警報單，洪水

預報作業，水門巡查、聯絡及督導。

o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水門操作及督導。

o 營建署北區工程處：協助抽水站操作及督導。

o 各級縣市政府：水門、抽水站操作及防汛搶險。

o 各級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轉發布洪水預警報

及執行疏散救災搶險。

貳、組織與任務（續）

-5-

水文氣象測報系統：

以數據線路接收下列單位資訊：

o水利署系統：39座水位站及16座雨
量站。

o石門水庫系統：4座水位站、10座雨
量站及水庫流入量、溢洪量等資
訊。

o翡翠水庫系統：3座水位站、6座雨
量站及水庫流入量、溢洪量等資
訊。

o中央氣象局：颱風動態、颱風警
報、衛星雲圖及雷達觀測資訊。

參、水文測、預報系統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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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水預報系統:

即時降雨及水位資料，立即輸入洪水預報模式預測

未來1~6小時之河川水位。

水門、抽水站監測系統：

在各抽水站設置內外水位尺，將內外水位及水門、

抽水站操作情況即時送至中心展示。

資料展示系統：

於指揮中心設置電腦及大型顯示器，立即展示即時

獲得之各項資訊。

參、水文測、預報系統概述（續）

-7-

參、水文測、預報系統概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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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示系統展示系統──氣象套圖氣象套圖

-9-

展示系統展示系統──雨量水位套圖雨量水位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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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展示系統展示系統──水庫套圖水庫套圖

-11-

展示系統展示系統──洪水預報套圖洪水預報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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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展示系統展示系統──員山子套圖員山子套圖

-13-

本系統將流域內收集之各項水文資訊、颱風動態及

防洪排水設施狀況資訊等資料提供查詢：

防洪指揮決策系統：提供防洪指揮決策所需之各項水情

資訊。

水文資料庫系統：提供流域內防洪作業單位以數據線路

連接，並利用點對點查詢作業程式直接查詢各項水情資

訊，以供防洪操作參考。

網際網路查詢系統：為提供一般民眾對流域內降雨分

布、河川水位等相關資訊有所了解，本中心架設網際網路

查詢服務系統，提供一般民眾上網查詢。

網址：www.wra10.gov.tw

伍、水情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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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當海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發布時，成立三級開

設。

當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成立二級開設。

當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12小時後，警報未解

除時，成立一級開設。

防汛執勤期間，當河川水位超過警戒水位或洪水

預報結果顯示預測三小時後會超過警戒水位則發

布洪水警報。傳真至有關機關及淡水河沿岸村里

長辦公室與社區大樓管理委員會。

陸、汛期應變作業方式

-15-

 本中心自85年9月成立以來，有效利用氣象及水文測報

資料，建立完整防洪資訊，加以分析與研判，據以研

擬防洪操作方案，下達防洪操作指令。此外，並隨時

將水情通報或洪水警報單透過傳真及網際網路傳送各

有關單位、基層村里長辦公室及社區大樓管理中心；

一般民眾亦可上網查詢最新水情資訊。

 為使本中心能更有效掌握氣象資料與河川水位資料，

目前正積極進行洪水預報設備更新及改善工程，洪水

流量自動觀測技術研發，期能增加洪水預報正確性，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柒、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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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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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大甲溪與烏溪水情預警系統建置規劃 

大甲溪與烏溪大甲溪與烏溪
水情預警系統建置規劃水情預警系統建置規劃

 

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一.一. 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1.1. 大甲溪大甲溪

2.2. 烏溪烏溪

二.二. 水情預警系統規劃水情預警系統規劃

1.1. 水情預警系統要素與關鍵問題分析水情預警系統要素與關鍵問題分析

2.2. 規劃方向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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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1.1. 大甲溪大甲溪——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發源地
• 中央山脈之次高山(標高3,884公尺)
• 南湖大山(標高3,740公尺) 

 主要支流
• 南湖溪、耳無溪、合歡溪、志樂溪、中嵙溪等

 流域面積
• 1,235.73平方公里

 幹流長度
• 124.2公里

 

 



 

 
80 

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1.1. 大甲溪大甲溪——測站資訊測站資訊

雨量站15站

水位站3站 6個堰壩
德基、青山、谷

關、
天輪、馬鞍、石

岡

 

 

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1.1. 大甲溪大甲溪——流域特性流域特性

 水文分析
• 最大二日降雨100年重現期距

 河口735.4mm
 石岡壩696.9mm

 水理分析
• 計畫流量100年重現期距

 河口10300cms
 石岡壩8800cms

 土砂產量
• 坡面沖蝕土砂量484.76萬立方公尺
• 子集水區出口處年崩塌土沙產量683.43萬立方公尺
• 合計1168.19萬立方公尺

 沖淤趨勢
• 河口(斷面1) -高速公路橋(斷面23-1) :沖刷
• 高速公路橋(斷面23-1)-埤豐橋(斷面35-1) :淤積
• 埤豐橋(斷面35-1)-東勢大橋(斷面47-1):受地震影響斷面抬升
• 東勢大橋(斷面47-1)-馬鞍壩上游(斷面68) :沖淤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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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1.1. 大甲溪大甲溪——災害問題分析災害問題分析

 集水區地形、地質不佳
• 土壤:石質土、崩積土、沖積土

• 斷層:大甲、鐵砧山、、屯子腳、三義、車龍
埔、大矛埔雙冬

 雨量、流量大
• 洪水沖刷造成河堤護岸毀損

• 土石崩落阻礙通洪斷面

 集水區崩塌地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多
• 56處土石流

 

 

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2.2. 烏溪烏溪——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發源地

• 中央山脈合歡山西麓

 主要支流

• 筏子溪、大里溪水系、貓羅溪、北港溪、眉溪

 流域面積

• 2,025.6平方公里

 幹流長度

• 119.1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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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2.2. 烏溪烏溪——測站資訊測站資訊

水利署雨量站(8站)

氣象局雨量站(31站) 水位站(16站)  

 

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2.2. 烏溪烏溪——流域特性流域特性

 水文分析
• 最大二日降雨100年重現期距

 大度橋574.9mm
 北港溪合流前613.1mm

 水理分析
• 計畫流量100年重現期距

 河口 21000cms                   支流北港溪出口 5520cms
 大里溪合流前 15200cms        支流筏子溪出口 1460cms 
 支流眉溪出口 1910cms          支流貓羅溪出口 5070cms 

 土砂產量
• 坡面沖蝕土砂量765.41萬立方公尺
• 子集水區出口處年崩塌土沙產量301.48萬立方公尺
• 合計1066.89萬立方公尺

 沖淤趨勢
• 烏溪本流 大度橋(斷面26)以下沖刷
• 大度橋(斷面26)至貓羅溪匯合口 淤積
• 支流 北港溪、南港溪、貓羅溪、大里溪 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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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流域概述流域概述
2.2.烏溪烏溪——災害問題分析災害問題分析

 洪災、排水問題

• 支流距離近、豐水期排水不順暢

• 洪水沖刷河堤護岸

 集水區地形、地質不佳

• 土壤:高山石質土、石質土及棕色森林土、台地磚紅化
土、砂頁岩沖積土、鹽土

• 斷層:車龍埔、大矛埔雙冬、水里坑、屈尺、梨山

 集水區崩塌地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多

• 131處土石流

 

 

二二、、水情預警系統規劃水情預警系統規劃
1.1.水情預警系統要素與關鍵問題分析水情預警系統要素與關鍵問題分析

整合平台整合平台預測模式預測模式 資料系統資料系統

不同地區之通用性
不同資料型態與預測模式之整合性

因應特別需求的擴充彈性

資料系統整合
資料的精度

運算的穩定性

1.不同來源資料
2.QPESUMS

1.不同系統整合
2.系統功能變更快速反應

達長期且即時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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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水情預警系統規劃水情預警系統規劃
2.2.規劃方向規劃方向——整合平台整合平台

 設計功能設計功能

•• 資料庫連結資料庫連結模組模組((系統與資料庫連結介面系統與資料庫連結介面)  )  
•• 資料匯入資料匯入模組模組((系統與資料庫、模式連結介面系統與資料庫、模式連結介面))
•• 資料內插補遺資料內插補遺模組模組((如集水區水文資料如集水區水文資料))
•• 外部模式連結外部模式連結模組模組((系統與外部模式連結介面系統與外部模式連結介面))
•• 報告報告模組模組((即時與預報成果輸出即時與預報成果輸出) ) 
•• 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簡易圖形操作介面簡易圖形操作介面))

 

 

二二、、水情預警系統規劃水情預警系統規劃
2.2.規劃方向規劃方向——資料系統資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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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水情預警系統規劃水情預警系統規劃
2.2.規劃方向規劃方向——預測模式預測模式

 模擬結果模擬結果正確與合理性正確與合理性

 具具超臨界流超臨界流與與亞臨界流交替亞臨界流交替之模擬功能之模擬功能

 具有模擬具有模擬水庫運轉操作水庫運轉操作的功能的功能

 良好良好數值穩定性數值穩定性

 模式具模式具後處理展示功能後處理展示功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30  



 

 
86 

附錄五 濁水溪流域降雨逕流測預報系統 

報告人：第四河川局
陳文正課長

報告人：第四河川局
陳文正課長

２００7年１0月２４日２００7年１0月２４日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壹、壹、概述

貳、貳、系統建置過程與內容

參、參、洪水逕流測預報模式

肆、肆、洪水預警報

伍、伍、系統運作與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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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 述

•系統功能

利 水---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完成後可以

合理調配水資源。

治水防災---掌握流域洪水水情，以利防洪

操作管理。

萬大
溪

東埔蚋
溪

南清水
溝溪

丹大溪

水里
溪

陳有蘭
溪

清水溪

霧社
溪

流域面積

3156.9 km2

幹流長度

186.6 km

( 東北季風 )，颱風雨量佔全年 80 %
–5~10 月雨季 ( 西南季風、颱風 )、11~4 月乾季

–由西向東增加，山區多於平地

–三降雨中心 ( 阿里山北坡、
中央山脈、丹郡大溪上游 )

5~10 月豐水期、11~4 月枯水期，豐枯流量差異明顯，

平均年逕流量約 60.95 億立方公尺 ( 193.3 c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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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強
大
橋

彰
雲
大
橋

集
集
攔
河
堰

中山橋

桶頭橋

延平橋

愛國大橋

濁
斷

100

雙
龍
橋

丹
、
郡
大
溪
與

濁
水
溪
合
流
處

河
口

濁
斷
01

台

灣

海

峽

清
水
溪

東
埔
蚋
溪

陳
有
蘭
溪

水
里
溪

9.37 km
6.2 m/sec
25.1 min

5.27 km
6.1 m/sec
14.5 min

L：
V：
t：

8.68 km
4.8 m/sec
30.1 min

9.48 km
5.1 m/sec
30.7 min

5.44 km
4.6 m/sec
19.5 min

24.94 km
3.3 m/sec
127.6 min

16.35 km
2.8 m/sec
98.3 min

11. 22 km
4. 3 m/ s ec
43. 5 mi n

2. 11 km
5. 9 m/ s ec
5. 9 mi n

14. 65 km
4. 3 m/ s ec
56. 3 mi n

0. 28 km
5. 7 m/ s ec
0. 8 mi n

24, 000 18, 000 16, 700 12, 100

7,000

1,950

6,020

1,
27

5

單位：C M S

5,600

玉
峰
大
橋

龍
神
橋

計畫洪水量下各河段洪水流到達時間

貳、系統建置過程與內容

配合--「集集共同引水營運管理系統」

規劃--日本河川情報中心辦理

設計—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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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之規劃於2000年

2月完成

2.軟硬體之設計與建置

及水文系統模擬模式

之開發設計於2002年

5月完成。

1.遙測副系統
2.資料蒐集處理副系統
3.預警報傳達副系統
4.通訊副系統

水位
站

水庫、
電廠

雨量
站

四河
局

衛星

通訊

水資源管理系統

交換器(Switch)

路由
器

路由
器

路由
器

路由
器

IDU

遙測監控裝置(R)

資料處理裝置(R)

通訊控制裝置(R)

雨量收集伺服器 水文資訊處理

預測處理機

遙測操作終端機

資料顯示終端機

網管設備

5.電源副系統

6.站房工程

7.影音及視訊副系統

8.裝潢工程(水情中心)

建置內容建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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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資料

颱風、雨量資料

水文資料

河川水位、流量

水庫資料

入流量、放流量、水位...

資料蒐集系統

資料庫管理系統

水情分析及

預測系統

降雨預測

逕流演算

水位演算

水情資訊
發佈系統

預警作業系統

水利設施
操作系統

資料展示

馬賽克

濁水溪流域地區逕流測預報系統架構圖

查詢系統

氣象、水文、
水庫資訊、水
位、下游河川

斷面…...

經驗、法規

•於濁水溪、陳有蘭溪 、水里溪、
東埔蚋溪 、清水溪流域等10 處橋
梁上，設置超音波式水位計

VSAT Components

Indoor Unit
(IDU)

Outdoor 
Unit

(ODU)

遙測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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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收台電所屬各水庫(霧社、武界 、大觀
二 、明潭) 、發電廠(萬大、水里、鉅工)
之閘門開度、蓄水位及放水路訊號

•設置雨量收集伺服器，旁收中央氣象局、台
中、日月潭、嘉義、阿里山氣象站雨量資料

•透過VSAT衛星及數據專線傳輸將傍收訊號傳
送至集集共同引水管理中心及本局水情中心

•蒐集資訊將作為水文模擬計算依據及預警報
發佈之參考

系統雨量站及水位流量站分佈圖

圖例:

水利署雨量站

水利署雨量站

(無法即時傳輸)

水利署雨量站(有線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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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處理副系統

參、洪水逕流測預報模式

目的：為颱風或暴雨時預估未來降雨強弱變化以

進行洪水演算，以提供集集攔河堰操作及

預警報發佈之依據。

系統模式演算邏輯
集水分區

模式演算流程

1.流域邊界數值化徐昇氏多邊形法

計算平均雨量
2.流域面積網格化

3.計算面積權重(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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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昇氏多邊形

計算平均雨量

類似降雨查詢法

颱風降雨客觀預報模式

灰色系統模式預測

1.短期距降雨量預測

貯蓄函數法

2.集集堰上游洪水演算

水筒模式

一維變量流演算

3.集集堰下游洪水位演算

>5,000cms
<5,000cms 降雨逕流演算

自降雨開始至現在時刻的雨量資
料

(時間單位：10分單位)

集集堰洩洪資料、洩洪預報資料 ※

水位．流
量資料

一、短時間降雨預

報

三、洪水時逕流預報 (集集堰上游流域)

輸出霧社、武界、青雲、內茅

埔、

玉峰大橋、水里、集集堰的流量

•輸出桶頭、彰雲大橋、溪州大
橋(或西螺大橋)、自強大橋的水
位、流量

•輸出 5000 cms 以上彰雲大橋下
游的任意斷面的水位

四、洪水時逕流預報 (集集堰下游流域)

feedback

未來1-6小時

的降雨資料

洪水逕流預報軟體流程圖



 

 
94 

2004/08/23艾利颱風各水位站測預報結果歷線圖

防洪

土石流

土石崩滑

防洪

土石流

濁水溪流域主要防洪預警地區

肆、肆、洪水預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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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水位

雨量資料

水位判斷條件:

是否超過警戒水位

傳送警報
訊號至預
警報系統

中心值班
人員確認
警報訊號

事件記錄
警報至各
外單位

各單位連線
正常(Retry  

3次每次間隔
3分鐘)

各單位確認警
報訊號

(Push Button)

發送傳真警
報至各單位

各單位警報
訊號確認是

是

否

是

否

水情中心

是

是

否

各 單 位

是

發送語音

應變小組
是

雨量判斷條件：

1.是否超過雨量警戒值

2.是否超過雨量累積警戒值

洪水預警報發布流程

1.網址 http://fmcc.wra04.gov.tw/ 
2.或 IP http://61.60.78.130/

洪水預警報訊息查詢-水情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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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預警報訊息查詢-水情行動資訊網

1.網址 http://fmcc.wra04.gov.tw/imode 
2.或 IP http://61.60.78.130/imode

1.網址 http://fmcc.wra04.gov.tw/wap2 
2.或 IP http://61.60.78.130/wap2

Wap手機I mode手機

伍、系統運作與管理

由於濁水溪流域蓄涵水量機制相當複雜，日本

河川情報中心規劃方案，於汛期辦理洪水測預

報工作需23人 (平時作業10人)，且需不斷就

系統操作情形作檢討、修改及必要時擴充功能

。因本局人力有限，為期使系統正常運作，提

昇測預報水準，減低洪水災害，報奉核定辦理

委託技術服務工作，以協助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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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模式進行測試維護

2.預報模式演練

3.現場水位站故障排除操作

4.與縣市政府及水利會等防災(汛)單位溝通連繫

5.各類資料數據整理及核對

6.資料遺漏補建轉檔等

7.分析水文資料並對水文預報模式作修正

8.傳輸水情資料。

系統運作系統運作--平時

1.預警報作業啟動

2.水情資料蒐集與檢核

–自動傳輸系統測試；資料蒐集；降雨、水庫、
壩、發電廠、河川水位、集集堰等觀測資料檢核

3.洪水預報作業

–前置作業；預報演算預報結果檢核；支援水庫、
集集堰洩洪決策

4.通報與警報

–水情通報文研擬；洪水警報文研擬；簽呈與發布

5.任務解除

系統運作系統運作 颱風或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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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逕流測預報系統、水文測驗與水情
中心之運轉，係非工程防災重要工作之一，
在有限人力與業務擴充下，由於測預報系統
之專業性，除分年提報委辦工作計畫書進行
系統運作之委託技術服務外，本局尚需自辦
下列配合工作：
1.水情中心行政作業

2.水文資訊整理與提供

3.測站維護、資料蒐集與報表

4.流量測驗及汛期全洪程流量測驗

5.水位測站大斷面測量

6.洪水預警報演習

系統管理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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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高屏溪流域及羌園排水簡報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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