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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丹麥水力研究所(DHI: Danish Hyd

raulic Institute)是一個獨立的國際諮詢
及科學研究機構，其所研發的 MIKE 21

是模擬水動力、水質、泥沙、波浪的專
業工程軟體，主要應用於港口、河流、
湖泊、河口海岸和海洋，具有先進的前
後處理功能和用戶介面，DHI 研發完成
之 MIKE 21 軟體，已被全球廣泛應用於
各個研究領域，為研究臺北港區域漂沙
之推估，瞭解漂沙移動之特性及計算海
域內之侵淤特性，配合實際臺北港及淡
水河之現場觀測資料進行驗證，本研究
採用 MIKE 21 進行數值模擬分析淡水
河輸沙對於臺北港鄰近海域之影響及模
擬漂沙潛勢，及分析其漂沙動力機制與
地形變遷之模擬。 

一、研究方法 

1.1 作業流程 

本研究以 MIKE 21 數值模擬軟體

中之 MIKE 21 SW 波浪模式進行波浪

場模擬，此模式主要應用波浪資料為邊

界條件，藉以計算模擬海域之波浪場與

輻射應力分佈。海岸漂沙以受波浪及潮

流之影響為主，但在碎波帶內，由於潮

流之強度一般較弱，因此由波浪碎波後

而產生之沿岸流即成為影響沿岸輸沙之

主要機制。輻射應力為波浪引起沿岸流

之主要動力，且為海域海流模擬計算時

之主要波浪特性參數。 

另以 MIKE 21 HD 水動力模式進
行流場模擬，透過波浪場模擬計算所得
之輻射應力，作為流場計算之波浪條
件，同時配合 Matsumoto 等人(2000)針
對NAO Tide提出的NAO.99b模式的輸
出結果作為驅動 HD 模式進行天文潮推
算所需的動力邊界條件。最後以 MIKE 

21 ST 輸沙模式模擬受海域之水動力與
波浪引起之地形變化特性，將前述所得
之波場及流場計算成果，作為模擬計算
之輸入條件，可得波浪與潮流共同作用
下所造成之侵淤特性，且經由地形的改
變重新計算波浪場，整體分析流程圖如
圖 1 所示。 

模擬過程將先透過風浪推算模式模

擬逐時之波浪場，配合風浪推算模式之

波浪模擬結果及 NAO.99b 模式之潮位

模擬結果，同時考慮淡水河逐時的流量

和輸沙量，模擬受到海域水動力與波浪

引起之地形變化特性，模擬過程中每個

時間步長皆會對地形進行改變，且於下

個時間步長重新計算地形改變後之波浪

場及流場。 

各模式皆以有限體積法(Finite Volu

me Method)將控制方程式在空間上進

行離散，所採用之網格系統為非結構性

三角形網格，每一個三角形都代表一個

臺北港港域漂沙機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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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每一時間步均可解出各元素中心

的 N 值(要求解的未知數)。 

 

 

圖 1  地形變遷分析流程圖 

 

1.2 MIKE 21 模式建立 

1.2.1 MIKE 21 SW 波浪模式 

MIKE 21 SW 主要用於模擬離岸

及近岸區，風浪和湧浪的成長、衰減及

傳播變形。MIKE 21 SW 包含兩個不同

公式： 

(一)全譜公式： 

全譜公式基於 Komen 等人(1994)和

Young (1999)的波動守恆方程。全譜模

式包含下列物理現象：風浪成長、波與

波非線性交互作用、白沫消散、底床摩

擦消散、水深引起的波浪破碎、水深變

化引起的折射和淺水變形、波流交互作

用、水深隨時間變化產生的影響、波浪

場冰層覆蓋產生的影響。 

該模式係模擬波浪在各種外力作用

下之波能變化，其求解之方程式為波浪

作用力守恆方程式(Wave action conser

vation equation)，此方程式為二維時變

域之偏微分方程式，表示如下： 

 
N S

vN
t 


 


 ............................. (1.1) 

其中，𝑁 𝑥 ,𝜎,𝜃, 𝑡 為波力頻譜密度

函數(wave action density function)，與

波能頻譜密度函數𝐸 𝑥 ,𝜎,𝜃, 𝑡 (wave en

ergy density function)之關係為 N=E/

σ；𝑥 =  𝑥,𝑦 ；t 為時間；σ為角頻率；

而θ則為波向角。𝜈 =  𝑐𝑥 , 𝑐𝑦 , 𝑐𝜎 , 𝑐𝜃 為

一個 4 維空間的向量， 𝑐𝑥 , 𝑐𝑦 =
𝑑𝑥 

𝑑𝑡
=

𝑐𝑔    + 𝑈   ，代表群波在空間上的傳遞速

度，其中𝑐𝑔    為群波速度，而𝑈   則為海流

之流速，模式可考量波浪在海流流動狀

況下之傳遞情形。𝑐𝜎 = 𝑑σ/𝑑t，代表角

頻率σ之變化速度。𝑐θ = 𝑑θ/𝑑t，代表

波向角θ之變化速度。 

 , , ,
x y  

    
   

    
為一個 4維空間的

向量運算子，S 則為源項(Source term)，

代表波浪傳遞過程時可能發生之波浪能

量成長、消散及非線性交互作用等物理

現象，表示如下： 

= in nl ds bot surfS S S S S S     ........ (1.2) 

其中 inS 為風浪之成長項， nlS 為波

與波非線性交互作用項， dsS 為白沫消散

項， botS 為底床摩擦項，而 surfS 則為碎

波消耗項。 

(二)方向參數化解耦公式 

方向參數化解耦公式基於波動守恆

方程的參數化形式，按照 Holthuuijsen 

(1989)理論，參數化在頻率空間內進

行，引入波譜的零階和一階矩作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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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可用於以波浪碎波後而產生之沿

岸流的泥沙傳輸計算。參數化的方程式

表示如下： 

        0 00 0

0T
gx gyC m C mm C m

t x y





  
   

   
 

………………………………………(1.3) 

 

       1 11 1

1T
gx gyC m C mm C m

t x y





  
   

   

………………………………………(1.4) 

 

    其中 0 ( , , )m x y 為波譜 ( , , , )N x y 

的 零 次 矩 ， 1( , , )m x y  為 波 譜

( , , , )N x y   的一次矩， gxC 及 gyC 分別為

群波速度 x、y 方向之分量，C 為 方

向的波浪行進速度，為角頻率， 0T 和 1T

為 Source Terms，包含風、底床摩擦、

碎波等因素。n 次矩 ( )nm  定義為 

0
( , , ) ( , , , )n

nm x y N x y d    


  …(1.5) 

 

1.2.2MIKE 21 HD 水動力模式 

MIKE 21 HD建立在Boussinesq和流體

靜壓力假設的不可壓縮 Reynolds averaged 

Navier-Stokes 方程式的基礎之上，其由連續

方程式和動量方程式組成。對一般含時間因

素之空間上三維的水動力系統方程式，以水

深方向積分處理後，簡化為如下含時間變化

之二維水動力計算系統 

h hu hv
hS

t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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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η為自由液面，d 為靜止水深，h=

η+d 為總水深，f 為柯氏(Coriolis)力參數，

g為重力加速度，Pa為大氣壓力， xxS 、 xyS 、

yxS 、 yyS 為輻射應力張量(radiation stress 

tensor)， sx 和 sy 為表面風應力， bx 和 by 為

底部應力， xxT 、 xyT 、 yyT 為側向應力，S 為

點源的排出量，u 和v 為水深平均速度，可

定義如下式 

, ,
d d

hu udz hv vdz
 

 
    ...... (1.9) 

側向應力Tij包括黏性摩擦和紊流摩擦，

可透過紊流渦度黏滯 (eddy viscosity)係數A

估計 

  

2 , , 2xx xy yy

u u v v
T A T A T A

x y x y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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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MIKE 21 ST 輸沙模式 

MIKE 21 ST 主要為計算波浪、潮流或

波流共同作用下的非粘性沙傳輸能力及相

對的地形變化率。該模式的數值計算是基於

給定地形條件下的相應水動力條件進行，透

過對地形變化率的回饋機制進行地形變遷

計算。MIKE 21 ST 的輸沙量同時考慮底床

載輸沙量和懸浮載輸沙量，可表示為 

t b sq q q   ....................................... (1.11) 

其中 tq 為總輸沙量， bq 為底床載輸沙

量， sq 為懸浮載輸沙量。底床載輸沙量採用

Engelund 和 Fredsøe (1976)的理論，透過瞬

時徐爾茲參數(Shields parameter)計算而得。

懸浮載輸沙量採用 Fredsøe 等人(1985)的理

論 

0 2

1
( )

T D

s

d

q uc dzdt
T

    .......................... (1.12) 

其中u 為瞬時流速，c 為瞬時漂沙濃度，

2d 為底床邊界層厚度，D為水深，T 為波

浪周期。 

MIKE 21 ST 主要透過網格中心點的地

形變化率
z

t




來決定地形變化，其控制方程

式可表示為 

1(1 )
yx

SSz
n S

t x y


    

  
 ......... (1.13) 

其中n 為底床孔隙率， z 為地形高程，

xS 為x 方向底床載輸沙量或總輸沙量， yS

為 y方向底床載輸沙量或總輸沙量， S 為

源項。地形的更新主要基於地形變化率，因

此新的地形高程可表示為 

1

1
new old HD

z
z z t

n t


  

 
 ................. (1.14) 

1.2.4 風浪推算數值計算條件 

(一)地形及網格設定 

本研究所採用之地形資料，於近岸區利

用海軍海洋測量局發行之海圖地形，而遠岸

區則採用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

發布之全球高程資料ETOPO2v2 (2006)。該

地形資料範圍包含東經180º～西經180º、北

緯89.967º～南緯90º，地形格網之解析精度

為 2'×2' (約為 4×4 公里)。本研究採用非結

構型三角網格方式計算，模擬範圍之邊界南

約至北緯14 º、北約至北緯 30 º、西約至東

經 111º、東約至東經 135º，範圍涵蓋至大

陸、臺灣及菲律賓群島，所模擬範圍之地形

水深如圖2 所示。由圖中可知，為於近岸區

獲得較高精度之模擬結果，鄰近臺灣、澎

湖、金門、馬祖海域之海岸線採用較密之網

格，而遠岸區則採用較粗之網格，共計有 5,

436 個節點、9,709 個元素，網格之設定如

表1 所示。 

圖 2  風浪推算模擬範圍之地形水深 

 

表 1  風浪推算模擬之網格設定內容 

元素個數 9,709 

節點個數 5,436 

最小元素面積(m
2
) 1,984 

最大元素面積(m
2
) 1.2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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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場模式 

本研究風場模式採用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海事資訊科技系暨研究所陳昭銘教授辦

理「臺北港區風場數值預報系統之建置研

究」計畫之研究成果進行模擬，陳教授的風

場主要是將大氣模式的風場資料細化成 2

公里的解析度(以下簡稱 ARW_NFS2 公

里)，並依照波浪推算模式的需求逐時輸出

風場資料，ARW_NFS2 公里所使用之大氣

風場預報模式係以Weather Research and F

orecasting (WRF)模式(e.g., Skamarock et a

l. 2001)為基礎，經由進階改良之Advanced 

Research WRF (ARW; e.g., Skamarock et 

al. 2005; Skamarock et al. 2008)模式。AR

W_NFS2 公里模式之優點為可使用多層巢

狀方式，將全球觀測資料所預報之大尺度預

報資訊(約為 50 公里解析度)，以動力降尺

度方式逐漸內化到各指定小區域，並經由提

高網格點之解析度，達到指定區域所需求之

高解析度預報資訊。ARW_NFS2 公里以全

球預報模式之高解析度(0.5 º0.5 º，約 50

公里網格點)預報結果為邊界條件，採用三

層巢狀系統，以 4 倍放大效率，依序使用 3

2 公里、8 公里、2 公里解析度，將全球預

報資訊降尺度到臺灣鄰近海域與港灣區。 

(三)模式參數設定 

本研究進行 SW 模組颱風波浪推算所

設定之相關參數如表 2所示。在頻率領域方

面，最小頻率採 0.055Hz，並以 1.1 倍參數

的指數型式分割成 25 個頻率帶，相當於週

期 1.85～18.18秒。在角度領域方面，以 10

º為 1 個角度單位，共計分割成 36 個方向

角，計算時距以1 小時進行計算。風浪能量

消散機制則考量 4 個波波非線性交互作

用、碎波效應、底床摩擦、白沫消散等物理

機制。計算範圍的邊界條件共分成二種邊界

形式，一為陸域邊界，其不考慮入射波浪的

能量通量；另一為海域邊界，其考慮波浪通

過此邊界時完全被吸收。 

表 2  模式參數設定彙整表 

相關參數 設定 

頻率領域 0.055Hz~ 0.542Hz 

角度領域 0º ~360º、Δθ=10º 

時距 Δt=1hr 

碎波指標 γ=0.8 

底床摩擦 kN=0.04m 

白沫消散 Cds=4.5、δds=0.5 

 

1.2.5 地形變遷數值計算條件 

(一)地形及網格設定 

本研究於近岸區利用的地形水深資料

為現地實測的地形，遠岸區則採用海軍海洋

測量局發行之海圖地形，模擬範圍之地形水

深如圖3所示，由圖中可知，為了於研究區

域獲得較高精度的模擬結果，鄰近臺北海域

之海岸線採用較密的網格，而離研究區域較

遠之外海則採用較粗的網格，網格的設定如

表3 所示。 

 

表 3  地形變遷數值模擬之網格設定內容 

元素個數 44,673 

節點個數 23,065 

最小元素面積(m
2
) 141.48 

最大元素面積(m
2
) 72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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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地形變遷模擬範圍之地形水深 

 

(二)邊界條件 

本研究地形變遷數值模擬的波場邊界

條件擷取自風浪模式推算結果作為外海波

浪條件，而流場邊界則採用Matsumoto等人

(2000)針對NAO Tide提出的NAO.99b模式

的輸出結果作為驅動 HD 模式進行天文潮

推算所需的動力邊界條件。 

(三)模式輸入參數 

本研究地形變遷數值模擬各模式參數

設定如表4 所示，其中底值粒徑分布採用經

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2015)「淡水河口輸

砂對鄰近海岸之影響評估(2/2)」之現場調查

成果，如圖4 所示。 

 

 

 

 

 

表 4  地形變遷數值模擬各模式參數設定 

模擬時間 

2012/12/24~2012/12/29、

2013/6/2~2013/6/7、2013/7/9~2013/7/18、

2013/10/3~2013/10/11 

時間間距 1hr 

MIKE 21 SW 波浪模式 

波譜公式 方向參數化解耦公式 

時間公式 準穩態公式 

水位條件 模擬範圍內隨空間和時間變化 

水流條件 模擬範圍內隨空間和時間變化 

碎波參數 Gamma，常數 0.8 

底床摩擦 
Nikuradse roughness，模擬範圍內隨空間

變化 

邊界條件 逐時變動波浪條件(波高、週期和波向) 

MIKE 21 HD 水動力模式 

渦流黏度 Smagorinsky formulation，常數 0.28 

底 床 摩 擦

阻力 
Manning number，模擬範圍內隨空間變化 

波 浪 輻 射

應力 
模擬範圍內隨空間和時間變化 

源 淡水河逐時流量 

邊界條件 逐時變動潮位 

MIKE 21 ST 輸沙模式 

模擬方式 結合波和流 

底 床 孔 隙

率 
0.4 

底 床 中 值

粒徑 

模擬範圍內隨空間變化， D50 介於

0.0251mm 至 0.4922mm 之間 

波浪外力 模擬範圍內隨空間和時間變化 

最 大 地 形

改變量 

1m/day，地形改變量將反饋至波浪、水動

力和輸沙模式 

邊界條件 
Zero sediment flux gradient for outflow, 

zero bed change for in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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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底質粒徑分布圖 

 

二、模式驗證 

2.1 風浪模式驗證 

為確認本模式於研究區內的模擬成
效，分別選擇研究區內颱風波浪及季風
波浪進行驗證，本研究選用之驗證資料
來源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
中心於臺北港之海氣象觀測資料。 

2.1.1 颱風波浪 

颱風波浪採用臺北港歷年來監測到
最大波高 6.94m 的 2013 年蘇力(SOULI

K)颱風波浪資料及該年度第二大的菲特
(FITOW)颱風波浪資料進行驗證。 

(一)模式評估指標 

為瞭解模式推算值與觀測值的吻合
程度，將採用 4 個指標來評估模式推算
結果的優劣，分別為判定係數(R-square,

 R2)、均方根誤差(RMSE, root mean s

quared error)、颱風波浪最大波高誤差ΔHs,

p、最大波高發生時間誤差Δ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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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 num p obst t t    .............................. (2.4) 

其中 Hs,num 為模式推算颱風波浪示
性波高；Hs,obs 為測站實測颱風波浪示性
波高；tp,num 為模式推算颱風波浪示性波
高最大值發生時間；tp,obs 為測站實測颱
風波浪示性波高最大值發生時間。由式
(2.3)可知，若ΔHs,p 為正值，表示模式推
算的示性波高過於高估，若為負值則表
示低估，由式(2.4)可知，若Δtp 為正值，
表示模式推算的示性波高最大值發生時
間較實測晚，若為負值則表示較實測早。 

(二)颱風波浪示性波高的時序列比較 

圖 5 為颱風波浪示性波高的時序列
比較圖，上圖為蘇力颱風波浪的比較，
下圖為菲特颱風波浪的比較，圖中實心
圓點為觀測值，實線為 MIKE 21 SW 採
用 ARW_NFS 風場的推算結果。由圖中
可知，模擬趨勢和觀測值皆非常一致。
由颱風資料的驗證可知，MIKE 21 SW

使用 ARW_NFS 風場的波浪推算方式在
計畫區內可獲得不錯的推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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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颱風波浪示性波高時序列比較 

(三)颱風波浪示性波高的評估指標比較 

由 2013 年蘇力颱風在臺北港推算
的結果可知，判定係數(R

2
)為 0.77，均

方根誤差(RMSE)為 0.7m，推算結果與
實測結果最大波高誤差ΔHs,p 為 0.11

m，最大波高發生時間誤差Δtp 為 0 小
時。由 2013 年菲特颱風在臺北港推算的
結果可知，判定係數(R

2
)為 0.78，均方

根誤差(RMSE)為 0.68m，推算結果與實
測結果最大波高誤差ΔHs,p 為 1.08m，最
大波高發生時間誤差Δtp 為-2 小時。由
評估指標的比較可知，MIKE 21 SW 採
用 ARW_NFS 風場在臺北港有不錯的推
算結果。 

2.1.2 季風波浪 

圖 6 為季風波浪示性波高的時序列
比較圖，上圖為冬季季風波浪的比較，
下圖為夏季季風波浪的比較，圖中實心
圓點為觀測值，實線為 MIKE 21 SW 採
用 ARW_NFS 風場的推算結果，由圖中
可知，模擬趨勢和觀測值皆非常一致，
另由觀測值和推算結果的誤差比較可
知，冬季季風波浪均方根誤差(RMSE)

為 0.86m，而夏季季風波浪均方根誤差
(RMSE)為 0.41m，顯示 MIKE 21 SW

使用 ARW_NFS 風場的波浪推算方式在
研究區域內可獲得不錯的推算成果。 

圖 6  季風波浪示性波高時序列比較 

2.2 流場模式驗證 

2.2.1 颱風時期 

2013 年蘇力颱風期間由於無觀測
到潮流資料，故僅進行潮位驗證。圖 7

為蘇力颱風期間潮位時序列比較圖，圖
中實心點為實測資料，實線為模擬結
果，由圖中可知，模擬與實測的潮位非
常接近，其均方根誤差(RMSE)為 0.17m。 

圖8為2013年菲特颱風期間流場驗
證圖，上圖為潮位時序列比較圖，圖中
實心點為實測資料，實線為模擬結果，
中圖為流速時序列比較圖，圖中黑色實
線為實測資料，藍色實線為模擬結果，
下圖為流向時序列比較圖，圖中黑色實
心圓點為實測資料，藍色實心方點為模
擬結果。由圖中可知，實測與模擬結果
於潮位、流速及流向的比對皆相當一
致，菲特颱風期間潮位的均方根誤差(R

MSE)為 0.28m，流速的均方根誤差(RM

SE)為 0.2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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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2013 年蘇力颱風期間潮位驗證 

圖 8  2013 年菲特颱風期間流場驗證 

2.2.2 季風時期 

圖 9~圖 10 分別為冬季季風和夏季
季風期間流場驗證圖，上圖為潮位時序
列比較圖，圖中實心點為實測資料，實
線為模擬結果，中圖為流速時序列比較
圖，圖中黑色實線為實測資料，藍色實
線為模擬結果，下圖為流向時序列比較
圖，圖中黑色實心圓點為實測資料，藍
色實心方點為模擬結果。由圖中可知，
實測與模擬結果於潮位、流速及流向的

比對皆相當一致，冬季季風期間潮位的
均方根誤差(RMSE)為 0.12m，流速的均
方根誤差(RMSE)為 0.19m/s，夏季季風
期間潮位的均方根誤差(RMSE)為 0.12

m，流速的均方根誤差(RMSE)為 0.17m/

s。 

由流場模式的驗證可知，應用 MIK

E21 HD 水動力模式配合本研究所使用
之邊界設定，確實可充分掌握並完整呈
現臺北港附近海域潮位與潮時之整體變
化特性及分佈趨勢。 

 

 
圖 9  冬季季風期間流場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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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夏季季風期間流場驗證 

三、模擬案例 

本節利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
術研中心在淡水河關渡測站的實測流量
與含沙量資料，作為 MIKE 21 數值模式
河川上游相關流量、輸沙邊界條件，並
以蘇力颱風為實際應用之模擬案例，進
行河口輸沙與海岸地形變遷之影響評
估。 

2013 年 7 月蘇力颱風侵台，臺北港
監測到歷年來最大波高 6.94m，因此採
用逐時模擬的方式，探討蘇力颱風期間
河口輸沙對於臨近海岸變遷之影響。首
先透過風浪推算模式模擬 2013 年 7 月 9

日 8 時至 7 月 18 日 20 時之波浪場，其
中已包含蘇力颱風完整的影響效應，配
合風浪推算模式之波浪模擬結果及 NA

O.99b 模式之潮位模擬結果，同時考慮
淡水河逐時的流量和輸沙量，模擬受到

海域水動力與波浪引起之地形變化特
性，模擬過程中每個時間步長皆會對地
形進行改變，且於下個時間步長重新計
算地形改變後之波浪場及流場。 

由數值模式計算出蘇力颱風期間波
浪作用下的沿岸特性(波場、沿岸流場、
泥沙擴散分布、底床侵淤變化)如圖 11~

圖 16 所示。圖 11 為蘇力颱風期間最大
波高發生時的波場分布圖，由圖中可
知，近岸波高最大位置發生在臺北港北
側防波堤，介於 6.0~7.0m，臺北港港口
處介於 3.0~6.0m，臺北港南側近岸則皆
介於 1.0~1.5m。圖 12 為蘇力颱風期間最
大波高發生時的沿岸流場分布圖，由圖
中可知，近岸流速較大的位置為臺北港
北側防波堤外海，約為 0.6~0.8m/s，並
由西南向東北流動。圖 13 為蘇力颱風期
間淡水河最大流量發生時沿岸流場分布
圖，由圖中可知，淡水河出海造成的流
速變化延伸至淡水第二漁港外側，並受
到漲潮的影響，流向轉向西南，同時在
挖子尾附近形成渦流。圖 14 為蘇力颱風
期間臺北港漲潮時泥沙擴散分布圖，由
圖中可知，漲潮時海水由河口進入淡水
河，造成河口處懸浮質累積，且由於流
場向西南流動，因此部分泥沙出淡水河
後由挖子尾外海往西南側擴散，並有些
許漂沙進入臺北港。圖 15 為蘇力颱風期
間臺北港退潮時泥沙擴散分布圖，由圖
中可知，退潮時淡水河水量由淡水第二
漁港外側出海，大部分與潮流匯集後向
東北側流動，小部分則在挖子尾外側跟
臺北港間形成渦流，因此泥沙出淡水河
後大部分往東北側擴散，小部分則擴散
至挖子尾外側跟臺北港間。圖 16 為蘇力
颱風作用後底床侵淤變化圖，由圖中可
知，受到蘇力颱風波浪作用後，臺北港
與挖子尾間呈現淤積的現象，臺北港港
口處亦有些許淤積，臺北港南側則呈現
近岸侵蝕遠岸淤積的現象，而外海大致
呈現侵淤互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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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蘇力颱風期間最大波高發生時的

波場分布圖 

 

圖 12  蘇力颱風期間最大波高發生時
的沿岸流場分布圖 

 

圖 13  蘇力颱風期間淡水河最大流量
發生時沿岸流場分布圖 

 
圖 14  蘇力颱風期間臺北港漲潮時泥

沙擴散分布圖 

 

圖 15  蘇力颱風期間臺北港退潮時泥
沙擴散分布圖 

 

圖 16  蘇力颱風作用後底床侵淤 

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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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藉由數值模式DHI研發完成
之 MIKE 21 軟體，配合實測資料進行模
擬驗證，藉由依據臺北港區附近之海象
資料、底質分佈特性及淡水河年輸沙量
等，作為模式計算之設定依據，建立淡
水河河口地區輸沙與臨近海岸地形變遷
之數值模式，並完成風浪模式驗證、颱
風時期流場模式驗證及季風時期流場模
式驗證等模式驗證及模式建置工作。 

河口之輸沙行為，與上游河道來
水、來沙量密切相關，河口模式所需之
上游流量、輸沙量資料，可考慮距離河
口最近之河川水文測站，故本研究採用
關渡測站港研中心之實測資料，進行河
口輸沙與海岸地形變遷之影響評估，透
過 MIKE 21 軟體設定海域底質粒徑分
佈，模擬研究區域複雜的沙礫特性，以
該軟體之 SW 波浪模組模擬波場，HD

水動力模組模擬流場，ST 輸沙模組模擬
漂沙潛量，判斷其侵淤特性及地形變化
趨勢，而由模擬蘇力颱風期間淡水河口
輸沙對於臨近海岸變遷之影響，瞭解臺
北港鄰近區域之泥沙擴散分布及底床侵
淤變化等沿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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