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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臺灣的自然環境四周環海，開發海洋資源、發展航運、從事港灣

建設及徹底瞭解港灣設施改善之依據等均需長期可靠之海象、氣象資

料作為規劃設計之依據。由於海象觀測工作需龐大經費及人力，因此，

為有效地獲得海洋資料，即必需做整體規劃及建置測站的工作，以建

立海象長期觀測網。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往昔即針對臺灣地區港口附近海域從事長期性的海氣象監測調查
與分析，歷年雖有不同之計畫名稱，現仍持續辦理海氣象現場觀測工

作。由於海氣象觀測工作係一長期持續的作業，故繼續執行相關之現

場觀測工作，以獲得即時之現場觀測海氣象資訊，並以歷年來長期觀

測結果作統計分析與資料庫建檔，提供學術界與工程界研究應用。 

潮汐資訊是許多海象研究關注的直接資訊，其與大尺度之天體運

行及海象條件有關，國內外亦有許多研究針對潮位與波浪、潮位與海

流做進一步的探討，甚至是海平面上升之重要參考指標。而對於港區

來說，港灣結構之設計，尤以防波堤、碼頭等直接接觸海水之結構物，

長期之潮汐資料為相關防災設計及工程規劃之基準。爰此，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長期於國內各主要商港進行海氣象觀測，

包含風力、波浪、潮汐、海流等資訊，本計畫將各港區潮汐資訊做一

統整，並進行臺灣港群(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布袋港、安平港、
高雄港、花蓮港及蘇澳港)年度之潮汐觀測特性分析，旨為提供國內各
商港維運單位參考應用。 

資料品質良好且連續不中斷之潮汐資料極為重要，但因觀測設備

均設置於港區，除須注意耐鹽、耐候之基本性能，更須考量電力供應

及訊號傳輸之穩定，及避免外力因素之干擾。除了定期巡檢維護、觀

測基準引測校核之外，後端的資料品管亦需持續精進，以提供更為完

整及精確之資料品質，做為港口潮汐分析研究之依據。本計畫蒐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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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至 111年 11月各港區潮汐測站之資料進行資料分析。 

本計畫所得實測資料經統計分析，除即時資訊可提供各港務分公

司立即參考應用外，相關實測或統計資料可配合建立適用的數值推算

模式，而即時的海象觀測值和長期變化統計結果均儲存於資料庫內，

再利用網路 GIS 系統展示於本中心之網站上更可以提供各界廣泛應
用。歷年研究成果經整理發表年度報告及學術論文陸續提供國內相關

學術單位、港灣營運管理部門、工程顧問公司等作為學術研究、工程

設計規畫、環境影響評估等之依據。本計畫並將分析資料製作逐年印

製統一格式化之海氣地象年報，提供國內各單位參酌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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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商港潮位觀測現場調查概述 

2.1 潮位觀測儀器簡介 

本所目前壓力式潮位計有 3 種儀器型號 CS456、KPSI735 及

PTX1830，如圖 2.1 圖 2.2 及圖 2.3，其中 CS456 屬於數位式潮位計，

探頭量測後直接轉成水壓資料，再透過密度轉換計算得到水深，最後

依據測量控制點轉換成中潮系統及築港高程基準水位資料，為方便港

灣相關研究，本計畫統一使用築港高程基準水位；另外 2 個型號

KPSI735、PTX1830 屬於數位式潮位計，探頭量測到不同水壓以電流

或電壓方式輸出，再率定電流電壓與水壓間之關係，轉換成水壓，透

過密度轉換計算得到水深，同樣依據測量控制點轉換成築港高程基準

水位資料。 

 
 

 

圖 2.1 CS456 壓力式潮

位計 
圖2.2 KPSI735 壓力

式潮位計 
圖 2.3 PTX1830 壓力

式潮位計 

 
             圖 2.4 潮位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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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456 壓力式潮位計為美國 Campbell Scientific 公司生產、

KPSI735 壓力式潮位計為美國 TE 公司生產、PTX1830 壓力式潮位計

為英國 Druck 公司生產，3 種潮位計屬於數位式潮位計。本研究潮位資

料輸出頻率為 1 分鐘，透過無線傳輸系統，將水位資料即時回傳至中

心海氣象資料庫儲存。 

2.2 潮位觀測系統建置 

潮位觀測系統包含儀器、電力系統與傳輸系統如圖 2.4，透過電池

及太陽能板給予儀器足夠電力量測資料，儀器輸出資料傳輸至數據

機，再透過 4G 網路傳輸至本所雲端主機，使用程式進行數據平均處理

後上傳至資料庫。 

表 2.1 臺灣主要商港潮位測站相關資訊 

地區 地點備註 座標( N ) 座標( E ) 高程基準差值(m) 儀器型號 

臺北港 港區內 1 25°09'55.4" 121°23'36.6" -1.43 CS456 

臺北港 港區內 2 25°09'55.4" 121°23'36.6" -1.43 PTX1830 

基隆港 港區內 1(光華塔) 25°09'18.8" 121°45'07.9" -0.92 KPSI 735 

基隆港 6 碼頭(中國貨櫃) 25°08'21.1" 121°45'02.8" -0.92 PTX1830 

蘇澳港 港區內 1 24°35'33.0" 121°51'56.9" -0.92 KPSI 735 

蘇澳港 港區內 2 24°35'42.5" 121°51'37.0" -0.92 PTX1830 

花蓮港 港區內 1 23°58'25.0" 121°37'35.9" -0.71 PTX1830 

花蓮港 港區內 2 24°00'02.5" 121°38'14.6" -0.71 CS456 

臺中港 4 號碼頭 24°17'16.1" 120°31'59.0" -2.67 KPSI 735 

臺中港 15 碼頭 24°16'03.4" 120°31'26.7" -2.67 PTX1830 

布袋港 港區內 1 23°22'42.7" 120°08'17.8" -1.10 CS456 

布袋港 港區內 2 23°22'42.3" 120°08'17.9" -1.10 KPSI 735 

安平港 港區內 1 22°58'42.7" 120°10'33.4" -0.47 CS456 

安平港 港區內 2 22°58'42.5" 120°10'32.5" -0.47 CS456 

高雄港 10 碼頭 22°36'52.2" 120°17'17.9" -0.55 KPSI 735 

高雄港 10 碼頭 22°36'52.2" 120°17'17.9" -0.55 PTX1830 

高雄港 紅毛港文化園區 22°33'03.9" 120°19'06.6" -0.55 CS456 

 

各港區基本上依照上述系統架構建站，彙整本所共 17 個潮位測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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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座標、築港高程基準與中潮系統 2001 臺灣高程基準( TaiWan 
Vertical Datum2001，簡稱 TWVD2001 )差值及儀器型號相關資訊，如

表 2.1。 

 

2.3 潮位測站位置 

本計畫於各港選一主要測站作分析，其於標為副站，各港區主副

潮位測站位置圖如圖 2.5~圖 2.12。觀測作業先利用內政部公告之各港

區鄰近水準測站，引測高程到潮位站旁，最後至潮位計儀器探頭，如

此測得壓力轉換之水深值加上儀器探頭之基準，可得到中潮系統基準

之潮位值，再透過表 2.1 中，築港高程基準與中潮系統基準之差值，

得到以築港高程為基準之潮位值。 

 

 
圖 2.5 基隆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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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臺北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圖 2.7 臺中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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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布袋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圖 2.8 安平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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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高雄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圖 2.11 花蓮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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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蘇澳港主副潮位測站位置圖 

 

2.4 潮位現場維護作業 

理想各港區潮位資料需保持長期且連續不中斷觀測，然觀測系統

屬無人自記觀測站，且常設置在港區內，因此，易因人為或天然因素，

致儀器失真或壞損使觀測資料中斷，故須進行定期及不定期搶修儀器

設備維護及保養，以維持系統妥善率。 

原則上一年進行 4 次定期維護保養作業，主要檢查儀器設備之準

確性、電力系統及傳輸系統之穩定性，並進行必要之動作如更換儀器、

電池、太陽能板、數據機、防潮包、重新焊接線路等之作業，而不定

期之搶修作業則視資料狀況而定，若發生即時資料異常或中斷之情

形，則盡速請現場維護廠商至現場檢修觀測系統，相關維護圖片如圖

2.13 潮位測站現場維護做紀錄、圖 2.14 潮位測站現場維護儀器，現場

使用維護紀錄表如表 2.2。 

各觀測站現場量測資料經由本所開發之無線傳輸系統，將現場潮

位觀測資料即時回傳至本所，並匯入海氣象資料庫中儲存，舉凡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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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岸上設備維護及電力供應穩定性，均為主要保養任務，茲將觀

測期間，各站維護工作內容分別記述如下： 

1. 針對潮位觀測站，派遣潛水員執行靜水井清潔，避免進水孔堵塞，

並對岸上儀器控制箱實施電力檢測，以維持供電效能。 

2. 其它臨時突發狀況(如颱風或人為破壞)之故障檢修。 
 

    

          
圖 2.13 潮位測站現場維護做紀錄  圖 2.14 潮位測站現場維護儀器 

 

 

2.5 潮位資料蒐集 

潮位觀測是所有海象調查中最基本的項目，也是港灣工程設計重

要的參考數據。本計畫蒐集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臺灣商港各

港區潮位測站之實測資料進行資料品管。資料品管參考美國國家資料

浮標中心制定的品管手冊(NDBC Technical Document 09-02)原則，進

行實測資料繪圖、統計分析、調和分析等作業，確保合理性與連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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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場潮位站維護紀錄表(基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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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港潮位觀測資料特性分析 

為探討各港區潮位觀測資料特性，本計畫先繪出各港整年潮位觀

測時間序列歷線圖(參考 2022 潮汐年報)，彙整於商港海氣象年報報告

內探討其趨勢，接著利用各測站間之相關性來做資料檢核，最後計算

潮位重要統計量值並進行分析探討。臺灣主要商港潮位觀測資料統

計，包含潮差、平均潮位及最高潮位等重要統計數據(參考 2022 潮汐年

報)，及颱風期間潮差及潮位統計量統計表(參考 2022 潮汐年報) ，以

下就各商港為例，說明各商港之觀測資料。 

3.1 商港潮位觀測時間序列與資料檢核 

以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以下簡稱整年或今年)資料來看，

臺北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

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

下簡稱 T 站)資料蒐集率除 2022 年 1 月的 90.5%外，其餘各月份之蒐集

率皆為 95 至 100%；臺北港潮型係屬於混合潮，以各月份資料來看，

平均潮位介於-0.08m 至 0.25m 之間，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7 月份的

1.95m、最低潮位為 2022 年 11 月份的-2.27m，將其歷線圖與鄰近副潮

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高，可作為資料品管或修補之用。 

以整年資料來看，基隆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

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

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下簡稱 T 站)資料蒐集率除 2022 年 10 月的

70%及 11 月的 72%外，其餘各月份之蒐集率為 100%；基隆港潮型係

屬於全日潮，以各月份資料來看，平均潮位介於-0.04m 至 0.28m 之間，

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9 月份的 0.88m、最低潮位為 2022 年 1 月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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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將其歷線圖與鄰近副潮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高，可作為

資料品管或修補之用。 

以整年資料來看，蘇澳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

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

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下簡稱 T 站) 資料蒐集率蒐集率為 100%；蘇

澳港潮型係屬於混合潮，以各月份資料來看，平均潮位介於-0.01m 至

0.30m 之間，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7 月份的 1.21m、最低潮位為 2022 年

1 月份的-1.11m，將其歷線圖與鄰近副潮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

高，可作為資料品管或修補之用。 

以整年資料來看，花蓮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

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

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下簡稱 T 站)資料蒐集率除 2022 年 6 月因儀

器故障外，其餘各月份之蒐集率為 100%；花蓮港潮型係屬於混合潮，

以各月份資料來看，平均潮位介於-0.08m 至 0.21m 之間，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9 月份的 1.07m、最低潮位為 2021 年 12 月份及 2022 年 1 月份

的-1.14m，將其歷線圖與鄰近副潮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高，可作

為資料品管或修補之用。 

以整年資料來看，高雄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

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

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下簡稱 T 站)資料蒐集除 2022 年 8 月、9 月

的 95.6%、96.1%外，其餘各月份之蒐集率接近 100%；高雄港潮型係

屬於全日潮，以各月份資料來看，平均潮位介於 0.25m 至 0.47m 之間，

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7 月份的 1.17m、最低潮位為 2022 年 1 月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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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m，將其歷線圖與鄰近副潮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高，可作為

資料品管或修補之用。 

以整年資料來看，安平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

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

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下簡稱 T 站)資料蒐集率除 2021 年 12 月的

60.1%外，其餘各月份之蒐集率為 100%；安平港潮型係屬於混合潮，

以各月份資料來看，平均潮位介於 0.28m 至 0.49m 之間，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7 月份的 1.25m、最低潮位為 2021 年 12 月份的-0.56m，將其

歷線圖與鄰近副潮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高，可作為資料品管或

修補之用。 

以整年資料來看，布袋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

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

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下簡稱 T 站)資料蒐集率除 2021 年 12 月的

91.1%外，其餘各月份之蒐集率為 100%；布袋港潮型係屬於混合潮，

以各月份資料來看，平均潮位介於 0.23m 至 0.49m 之間，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8 月份的 1.57m、最低潮位為 2022 年 1 月份的-1.21m，將其歷

線圖與鄰近副潮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高，可作為資料品管或修

補之用。 

以整年資料來看，臺中港整年時間序列歷線比較圖，其資料庫顯

示今年每月築港高程基準之潮位值，其中圖形是以平均潮位為零之方

式呈現，主要潮位測站(以下簡稱T站)資料蒐集率除 2021年 12月、2022

年 5 月、7 月、10 月的 78.6%、43.5%、91.5%、99.7%及 2022 年 1 月

至 4 月儀器故障外，其餘各月份之蒐集率接近 100%；臺中港潮型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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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半日潮，以各月份資料來看，平均潮位介於 0.15m 至 0.42m 之間，

最高潮位為 2022 年 9 月份的 3.02m、最低潮位為 2021 年 12 月份的

-2.81m，將其歷線圖與鄰近副潮位測站做比對，兩站相關性高，可作為

資料品管或修補之用。 

3.2 商港潮位觀測資料特性分析 

以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以下簡稱整年或今年)資料來看，

臺北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臺北港 2022 年潮汐主要測

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4%。2022 年的平均潮差為 2.31 m，最

大潮差達 3.74 m，平均潮位則為 0.08 m。冬季時，平均潮差為 2.32 m，

最大潮差達 3.74 m，平均潮位則為-0.01 m。春季時，平均潮差為 2.3 m，
最大潮差達 3.4 m，平均潮位則為-0.05 m。夏季時，平均潮差為 2.26 m，
最大潮差達 3.68 m，平均潮位則為 0.19 m。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2.35 m，
最大潮差達 3.71 m，平均潮位則為 0.06 m。 

臺北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臺北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2.31 m，最大潮差達 3.74 m，平均潮位則為 0.09 m。冬季時，平

均潮差為 2.32 m，最大潮差達 3.74 m，平均潮位則為-0.03 m。春季時，

平均潮差為 2.32 m，最大潮差達 3.64 m，平均潮位則為 0.07 m。夏季

時，平均潮差為 2.27 m，最大潮差達 3.89 m，平均潮位則為 0.24 m。

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2.33 m，最大潮差達 3.71 m，平均潮位則為 0.12 m。 

基隆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基隆港 2022 年潮汐主

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5.2%。2022 年的平均潮差為 0.57 m，
最大潮差達 1.48 m，平均潮位則為 0.11 m。冬季時，平均潮差為 0.59 m，
最大潮差達 1.42 m，平均潮位則為-0.01 m。春季時，平均潮差為 0.57 
m，最大潮差達 1.32 m，平均潮位則為 0.07 m。夏季時，平均潮差為

0.55 m，最大潮差達 1.41 m，平均潮位則為 0.25 m。秋季時，平均潮差

為 0.55 m，最大潮差達 1.13 m，平均潮位則為 0.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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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基隆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0.57 m，最大潮差達 1.48 m，平均潮位則為 0.11 m。冬季時，平

均潮差為 0.59 m，最大潮差達 1.44 m，平均潮位則為-0.03 m。春季時，

平均潮差為 0.58 m，最大潮差達 1.32 m，平均潮位則為 0.07 m。夏季

時，平均潮差為 0.55 m，最大潮差達 1.41 m，平均潮位則為 0.26 m。

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0.56 m，最大潮差達 1.27 m，平均潮位則為 0.14 m。 

蘇澳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蘇澳港 2022 年潮汐主

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100%。2022 年的平均潮差為 0.91 m，

最大潮差達 2.06 m，平均潮位則為 0.13 m。冬季時，平均潮差為 0.89 m，
最大潮差達 2.06 m，平均潮位則為 0.03 m。春季時，平均潮差為 0.95 m，
最大潮差達 1.9 m，平均潮位則為 0.09 m。夏季時，平均潮差為 0.89 m，

最大潮差達 2.01 m，平均潮位則為 0.23 m。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0.95 m，
最大潮差達 1.78 m，平均潮位則為 0.16 m。 

蘇澳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蘇澳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0.921m，最大潮差達 2.06 m，平均潮位則為 0.12 m。冬季時，平

均潮差為 0.9 m，最大潮差達 2.06 m，平均潮位則為 0.01 m。春季時，

平均潮差為 0.95 m，最大潮差達 1.9 m，平均潮位則為 0.07 m。夏季時，

平均潮差為 0.89 m，最大潮差達 2.01 m，平均潮位則為 0.23 m。秋季

時，平均潮差為 0.93 m，最大潮差達 1.78 m，平均潮位則為 0.16 m。 

花蓮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花蓮港 2022 年潮汐主

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2.6%。2022 年的平均潮差為 0.95 m，
最大潮差達 1.94 m，平均潮位則為 0.06 m。冬季時，平均潮差為 0.94 m，
最大潮差達 1.94 m，平均潮位則為 0 m。春季時，平均潮差為 0.97 m，

最大潮差達 1.76 m，平均潮位則為 0.03 m。夏季時，平均潮差為 0.91 m，
最大潮差達 1.91 m，平均潮位則為 0.12 m。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0.97 m，
最大潮差達 1.57 m，平均潮位則為 0.09 m。 

花蓮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花蓮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0.95 m，最大潮差達 1.94 m，平均潮位則為 0.06 m。冬季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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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潮差為 0.94 m，最大潮差達 1.94 m，平均潮位則為-0.02 m。春季時，

平均潮差為 0.98 m，最大潮差達 1.9 m，平均潮位則為 0.01 m。夏季時，

平均潮差為 0.91 m，最大潮差達 1.91 m，平均潮位則為 0.15 m。秋季

時，平均潮差為 0.96 m，最大潮差達 1.63 m，平均潮位則為 0.11 m。 

高雄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高雄港 2022 年潮汐主

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9.3%。2022 年高雄港的平均潮差為

0.51 m，最大潮差達 1.3 m，平均潮位則為 0.35 m。冬季時，平均潮差

為 0.52 m，最大潮差達 1.3 m，平均潮位則為 0.29 m。春季時，平均潮

差為 0.56 m，最大潮差達 1.11 m，平均潮位則為 0.31 m。夏季時，平

均潮差為 0.51 m，最大潮差達 1.27 m，平均潮位則為 0.43 m。秋季時，

平均潮差為 0.57 m，最大潮差達 1.04 m，平均潮位則為 0.37 m。 

高雄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高雄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0.52 m，最大潮差達 1.3 m，平均潮位則為 0.34 m。冬季時，平均

潮差為 0.51 m，最大潮差達 1.3 m，平均潮位則為 0.24 m。春季時，平

均潮差為 0.55 m，最大潮差達 1.11 m，平均潮位則為 0.29 m。夏季時，

平均潮差為 0.49 m，最大潮差達 1.27 m，平均潮位則為 0.4 m。秋季時，

平均潮差為 0.56 m，最大潮差達 1.12 m，平均潮位則為 0.38 m。 

安平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安平港 2022 年潮汐主

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6.6%。2022 年安平港的平均潮差為

0.61 m，最大潮差達 1.52 m，平均潮位則為 0.37 m。冬季時，平均潮差

為 0.6 m，最大潮差達 1.52 m，平均潮位則為 0.29 m。春季時，平均潮

差為 0.63 m，最大潮差達 1.21 m，平均潮位則為 0.32 m。夏季時，平

均潮差為 0.61 m，最大潮差達 1.54 m，平均潮位則為 0.45 m。秋季時，

平均潮差為 0.59 m，最大潮差達 1.28 m，平均潮位則為 0.4 m。 

安平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安平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0.59 m，最大潮差達 1.52 m，平均潮位則為 0.36 m。冬季時，平

均潮差為 0.55 m，最大潮差達 1.52 m，平均潮位則為 0.27 m。春季時，

平均潮差為 0.6 m，最大潮差達 1.25 m，平均潮位則為 0.32 m。夏季時，



 3-7

平均潮差為 0.6 m，最大潮差達 1.54 m，平均潮位則為 0.43 m。秋季時，

平均潮差為 0.59 m，最大潮差達 1.28 m，平均潮位則為 0.41 m。 

布袋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布袋港 2022 年潮汐主

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9.2%。2022 年布袋港的平均潮差為

1.44 m，最大潮差達 2.51 m，平均潮位則為 0.35 m。冬季時，平均潮差

為 1.47 m，最大潮差達 2.51 m，平均潮位則為 0.25 m。春季時，平均

潮差為 1.46 m，最大潮差達 2.33 m，平均潮位則為 0.3 m。夏季時，平

均潮差為 1.38 m，最大潮差達 2.18 m，平均潮位則為 0.46 m。秋季時，

平均潮差為 1.46 m，最大潮差達 2.39 m，平均潮位則為 0.39 m。 

布袋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布袋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1.42 m，最大潮差達 2.51 m，平均潮位則為 0.33 m。冬季時，平

均潮差為 1.43 m，最大潮差達 2.51 m，平均潮位則為 0.19 m。春季時，

平均潮差為 1.42 m，最大潮差達 2.34 m，平均潮位則為 0.27 m。夏季

時，平均潮差為 1.39 m，最大潮差達 2.46 m，平均潮位則為 0.43 m。

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1.46 m，最大潮差達 2.39 m，平均潮位則為 0.41 m。 

臺中港整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臺中港 2022 年潮汐主

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59.8%。2022 年的平均潮差為 3.78 m，
最大潮差達 5.49 m，平均潮位則為 0.31 m。冬季時，平均潮差為 3.83 m，
最大潮差達 5.49 m，平均潮位則為 0.15 m。春季時，平均潮差為 3.76 m，
最大潮差達 5.28 m，平均潮位則為 0.26 m。夏季時，平均潮差為 3.73 m，
最大潮差達 5.44 m，平均潮位則為 0.38 m。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3.82 m，
最大潮差達 5.41 m，平均潮位則為 0.29 m。 

臺中港歷年潮差及潮位重要統計量統計表，臺中港歷年的平均潮

差為 3.81 m，最大潮差達 5.55 m，平均潮位則為 0.27 m。冬季時，平

均潮差為 3.84 m，最大潮差達 5.49 m，平均潮位則為 0.1 m。春季時，

平均潮差為 3.85 m，最大潮差達 5.57 m，平均潮位則為 0.22 m。夏季

時，平均潮差為 3.74 m，最大潮差達 5.47 m，平均潮位則為 0.38 m。

秋季時，平均潮差為 3.82 m，最大潮差達 5.41 m，平均潮位則為 0.3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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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主要商港潮汐觀測資料統計，包含潮差、平均潮位及最高潮

位等重要統計數據整理如表 3.1。 
表 3.1 臺灣主要商港潮汐觀測資料統計 

地區 
 

平均

潮差

(m) 

最大

潮差

(m) 

平均

週期

(hr) 

最大

週期

(hr) 

平均

潮位

(m) 

最高

潮位

(m) 

最低

潮位

(m) 

平均

高潮

位(m) 

大潮平

均高潮

位(m) 

平均

低潮

位(m) 

大潮平

均低潮

位(m) 

基隆港 0.57 1.48 14.1 27 1.04 2.12 -0.03 1.33 1.39 0.76 0.73 

臺北港 2.31 3.74 12.4 14 1.53 3.64 -0.67 2.75 2.93 0.41 0.26 

臺中港 3.81 5.55 12.4 26 2.93 5.81 -0.30 4.85 5.15 0.98 0.71 

布袋港 1.42 2.51 12.5 25 1.43 2.81 -0.12 2.18 2.27 0.75 0.64 

安平港 0.59 1.52 14.1 26 0.85 1.67 -0.09 1.15 1.19 0.54 0.48 

高雄港 0.52 1.30 15.9 27 0.95 1.80 0.22 1.22 1.24 0.68 0.64 

花蓮港 0.95 1.94 12.6 26 3.27 4.58 2.11 3.75 3.92 2.75 2.61 

蘇澳港 0.91 2.06 13.9 28 1.79 3.34 -0.10 2.24 2.35 1.35 1.21 

(註:潮位測站地點、座標、築港高程基準與中潮系統差值請參閱表 2.1 相關資訊) 

選取基隆港、臺北港、臺中港、安平港、高雄港、花蓮港及蘇澳

港等港歷年資料繪製潮汐觀測時間序列歷線圖，是為一典型水位歷線

圖，如圖 3.1，水位變化具有週期性，但型態各測站有差異，除臺中港

及臺北港潮位半日潮甚為明顯外，其他各港從圖中並不能明顯看出週

期成份。潮差之變化約以十五天為一週期，農曆朔、望時最大，其最

高潮位與最低潮位相差最大，上弦及下弦時最高潮位與最低潮位相差

最小，而每日潮汐則通常為一天之內有 2 次潮汐起伏，每日 2 次潮差

之大小差異不大，為典型半日潮。比較臺灣北部基隆港平均潮差約為 
0.57m，中部臺中港附近平均潮差約為 3.81m， 南部高雄港平均潮差

約為 0.52m。 

整體而言，平均潮差值在臺灣海峽中段臺中港最大，臺北港潮差

次之，再依序布袋港，高雄港、安平港及基隆港較小，可能是地理位

置效應，南北兩側潮水在臺灣海峽造成不同效應之故。東部海岸地區

花蓮港及蘇澳港的潮差與高雄港、安平港及基隆港潮差略為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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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變化對天文潮位改變並沒有很明顯。 

 

                 圖 3.1 典型水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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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  7 個港口潮汐振幅能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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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7 個港口前 6 個較大分潮振幅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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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潮汐能譜分析與調和分析 

能譜分析在海洋物理學對於週期性的時序特性為一種有效的方法

(Tukey,1961)，能譜可以明白顯示潮汐資料間各週期成份關係。 

潮汐能譜分析可以求得不同週期性之成份能量大小，如圖 3.2 為基

隆港、臺北港、臺中港、安平港、高雄港、花蓮港及蘇澳港等 7 個港

口之振幅典型能譜圖，基隆港潮汐主要分潮為半日潮及全日潮。臺北

港潮汐主要為半日潮，其次為全日潮，全日潮差約為半日潮差之 1/5，
此一地區之潮型與北部基隆港、南部高雄港與安平港，由全日潮與半

日潮大小相近組成之潮型不同，但與中部臺中港地區之潮型則相似。

臺中港潮汐主要也為半日潮， 全日潮差約為半日潮差之 1/6。東部蘇

澳港全日潮較半日潮為小，花蓮港全日潮約為半日潮的 1/2。綜觀臺中

港、臺北港與花蓮港半日潮遠大於全日潮，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

與蘇澳港半日潮略大於全日潮(蘇青和、廖慶堂,2002)。 

潮汐調和分析法之基本原理為把任何地點的潮汐分成有限個潮汐

分潮，每個分潮在數學上視為一簡單的時間調和函數，理論上潮汐是

包含無窮多的分潮，但只有少數分潮是主要的分潮，根據連三郎(1977)
解析結果，一般基本分潮合計有 60 個。本研究選取 7 個港口觀測時間

較長之實測資料及 39 個分潮進行調和分析，可求得各分潮之振幅，如

表 3.2 為 7 個港口前 6 個較大分潮振幅統計表，圖 3.3 為 7 個港口前 6
個較大分潮振幅值圖。 

因為振幅譜圖僅能顯示不同成份分潮之估計振幅大小，欲求得各

分潮正確之振幅及遲角需進一步進行調和分析。調和分析可求得各分

潮之振幅、遲角、平衡引數及延時。從表 3.2 中可知基隆港振幅以 M2 
最大約 0.24 公 尺，其次為 K1 約 0.20 公尺，O1 約 0.15 公尺，S2 
及 P1 各約 0.07 公尺，臺北港振幅以 M2 最大約 1.05 公 尺，其次

為 S2 約 0.31 公尺，N2 約 0.28 公尺，K1 各約 0.23 公尺，顯示調

和分析與能譜分析結果趨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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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7 個港口前 6個較大分潮振幅統計表 

地區 M2 分潮(m) S2 分潮(m) N2 分潮(m) K1 分潮(m) O1 分潮(m) P1 分潮(m) 

基隆港 0.24 0.07 0.01 0.20 0.15 0.07 

臺北港 1.05 0.31 0.28 0.23 0.18 0.05 

臺中港 1.53 0.53 0.44 0.20 0.20 0.08 

安平港 0.23 0.07 0.05 0.18 0.16 0.06 

高雄港 0.17 0.07 0.05 0.18 0.16 0.05 

花蓮港 0.44 0.21 0.08 0.16 0.14 0.06 

蘇澳港 0.25 0.13 0.05 0.14 0.11 0.05 

3.4 颱風期間潮汐觀測資料分析 

臺灣由於位處西太平洋及南海地區發生的颱風的主要路徑上，颱

風侵襲期間會發生海氣象之異常反應，造成風、波、流觀測數據極值

產生。故颱風侵襲期間所測得之海氣象數據，對於海岸工程研究、觀

測資料統計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平均每年有 3
到 4 次侵臺颱風警報。其中以 8 月最多，次為 7 月和 9 月，故每年之 7
至 9 月可說是臺灣的颱風季。 

西太平洋及南海地區平均每年形成的颱風約有 26 個，依據中央氣象局

統計，今年中央氣象局發佈侵襲臺灣的颱風有 3 個，直接侵襲或影響

到臺灣致發佈颱風警報，較歷年來年平均侵台颱風數為少，且影響臺

灣期間集中在 9 月至 10 月。颱風期間各港潮位統計分析(參考 2022 潮

汐年報)及表 3.3 臺灣主要商港 2022 颱風期間最高潮位資料統計表，分

述於下： 

臺北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1.54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1.85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1.42m。 

基隆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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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88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0.71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52m。 

蘇澳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94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1.17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79m。 

花蓮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94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1.07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77m。 

高雄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9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1.02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9m。 

安平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93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1.03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0.95m。 

布袋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1.38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1.52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1.37m。 

臺中港 2022 年有發警報颱風共計 3 次：軒嵐諾(編號 202211)颱風，

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2.61m；梅花(編號 202212)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

位為 3.02m；尼莎(編號 202220)颱風，觀測期間最高潮位為 2.4m。 

表 3.3 臺灣主要商港 2022 颱風期間最高潮位資料統計表 

 基隆港 臺北港 臺中港 布袋港 安平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蘇澳港 

軒嵐諾 0.88m 1.54m 2.61m 1.38m 0.93m 0.90m 0.94m 0.94m 

梅花 0.71m 1.85m 3.02m 1.52m 1.03m 1.02m 1.07m 1.17m 

尼莎 0.52m 1.42m 2.40m 1.37m 0.95m 0.90m 0.77m 0.7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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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颱風暴潮水位 

4.1 潮汐資料收集分析 

本計畫蒐集之資料，以本中心臺中港觀測站潮位資料為主，從 2011
至 2020 計有 10 年資料。蒐集之資料經過整理、分析，繪製水位歷線

圖，如圖 4.1 至圖 4.10。 

根據長期資料分析統計，臺中港平均潮差 3.81 公尺，最大潮差 5.55
公尺，比對臺灣西部海岸地區以臺中港潮差最大，臺北港次之，安平

港、高雄港及基隆港較小，可能是地理位置效應，南北兩側潮水在臺

灣海峽造成不同效應之故。東部海岸地區蘇澳港及花蓮港之潮差與基

隆港、安平港及高雄港潮差相近。季節變化對天文潮位影響並不顯著。 

能譜分析在研究海洋及地球物理對於週期性的時序是一種有效的

工具(Tukey , 1961)，潮汐能譜分析可求得不同週期性成份的振幅大

小。圖 3.10 為臺灣 7 個商港典型潮汐振幅能譜圖，臺中港潮汐主要為

半日潮，全日潮差約為半日潮差之 1/6，臺中港潮汐半日潮之振幅遠較

全日潮為大。 

4.2 調和分析 

天文潮是因地球在自轉情形下，地表受太陽、月球及其他星體的

重力作用，所產生的近似週期性之水位變化。運用研究天體運行關係，

所推導出的各星球對地球的引力作用，在地球上所造成的分潮週期，

可求出地球上不同經緯度，受到星球引力作用下的潮汐週期。然後再

根據這些週期進行調和參數的推求。調和分析的原理，便是假設潮汐

的漲落皆由一系列和星球引力相關的調和項(sin 或 cos 函數)疊加而

來。 



 

 4-2

 

圖 4.1 2011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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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2012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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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2013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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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2014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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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2015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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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2016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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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2017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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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018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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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2019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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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2020 臺中港主測站潮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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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連三郎(1977)解析結果，一般基本分潮合計有 60 個，其角速

度及對應的週期如表 5-1。調和分析要蒐集連續的潮汐資料，資料愈長

調和分析效果愈好，1 小時 1 筆的資料，最好 3 個月以上資料長度，調

和分析結果才不會產生太大的誤差。 

在理論上潮汐是由無窮的分潮相加而成，但實際上無法處理無窮

多的分潮，因此要選擇有限個分潮做為調和分析之用。本計畫從基本

60 個分潮中，選擇 39 個分潮作調和分析，可求得各分潮之振福、遲角、

平衡引數及延時，如圖 3.11，臺中港 6 個分潮 M2、 S2、 N2、 K1、 
O1 及 P1，振福 M2 為 1.53 公尺，S2 為 0.53 公尺，N2 為 0.44 公尺，

K1 為 0.20 公尺， O1 為 0.20 公尺， P1 為 0.08 公尺。 

4.3 颱風暴潮偏差 

暴潮偏差的計算，是以調和分析做天文潮部分之自身預報值，以

調和分析求得調和常數進行潮汐預報。本研究選取實測潮位資料及 39
個分潮做調和分析(蘇青和、廖慶堂,2002)。 

依據調和分析求得調和常數進行潮汐天文潮預報，當颱風所經的

海域附近會造成水位升高，扣除天文潮位(以無暴潮條件的預報天文潮

位)的水位升高量，這種受颱風影響之水位量稱為暴潮偏差。 

 

   圖 4.11  侵臺颱風路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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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央氣象署對侵襲臺灣的颱風類型，共區分為西行、北向、

南海生成、及東北轉向等類型，其中西進又依路徑所經過的緯度所在

再分為五類，連同北行兩類，東北轉向、南海生成等，路徑一般共分

成 9 類，如圖 4.11。本計畫蒐集臺中港 2011 年至 2020 年潮位及颱風

資料分析，中央氣象署期間發佈的颱風警報共 49 個颱風，選取颱風路

徑經過或靠近臺中港域的颱風共計 10 個颱風，有 2011 年的南馬都強

烈颱風、2012 年的泰利輕度颱風、2014 年的麥德姆中度颱風、2015
年的蘇迪勒中度颱風及杜鵑強烈颱風、2016 年的尼伯特強烈颱風、莫

蘭蒂強烈颱風及梅姬中度颱風、2017 年的尼莎中度颱風及海棠輕度颱

風。颱風期間水位變化量敘述如後，如表 4.1。 

2011 年的南馬都強烈颱風，如圖 4.12、圖 4.13。南馬都強烈颱風

最大暴潮偏差為 0.29 公尺，颱風中心於 29 日 4 時 20 分左右由臺東縣

大武附近登陸，13 時左右在臺南附近出海，進入臺灣海峽，緩慢向西

北移動，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20hPa。 

2012 年的泰利輕度颱風，如圖 4.14、圖 4.15。泰利輕度颱風最大

暴潮偏差為 0.30 公尺，颱風生成後以東北方向朝臺灣海峽移動，21 日

5 時於彭佳嶼東北方海面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85hPa。 

2014 年的麥德姆中度颱風，如圖 4.16、圖 4.17。麥德姆中度颱風

最大暴潮偏差為 0.39 公尺，颱風生成後向西北轉北北西移動，23 日 0 
時 10 分左右於臺東長濱登陸，4 時 20 分由彰化附近出海，15 時左

右在馬祖南方進入福建，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60hPa。 

2015 年的蘇迪勒中度颱風，如圖 4.18、圖 4.19。蘇迪勒中度颱風

最大暴潮偏差為 0.62 公尺，颱風生成後穩定向西北西移動並快速增

強，4 日午後雖略有減弱，但仍以中度颱風上限逼近臺灣。7 日 17 時

其中心在花蓮東南東方海面，暴風圈逐漸接觸臺灣陸地。8 日 4 時 40
分左右中心由花蓮秀林鄉登陸，11 時在雲林縣臺西鄉出海，同日 22 時

左右由福建進入大陸，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30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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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的杜鵑強烈颱風，如圖 4.20、圖 4.21。杜鵑強烈颱風最大

暴潮偏差為 0.52 公尺，颱風生成後向西北轉西北西方向移動，27 日 17
時其中心在花蓮東南東方海面，暴風圈逐漸向臺灣東半部海面和陸地

接近。28 日 17 時 40 分其中心由宜蘭南澳鄉登陸，29 日 1 時於彰化芳

苑鄉出海，同日 10 時左右由金門北方進入福建，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25hPa。 

2016 年的尼伯特強烈颱風，如圖 4.22、圖 4.23。尼伯特強烈颱風

最大暴潮偏差為 0.27 公尺，颱風在關島南方海面形成後往西北西方向

移動，7 日 8 時其中心在花蓮東南方海面，暴風圈逐漸接近臺灣東南方

近海，同日傍晚起其暴風圈逐漸進入臺灣東南部陸地及恆春半島。颱

風中心於 8 日 5 時 50 分左右於臺東縣太麻里鄉登陸，14 時 30 分由臺

南市將軍區進入臺灣海峽，並於 9 日 13 時左右在金門東北方進入福

建，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05hPa。 

2016 年的莫蘭蒂強烈颱風，如圖 4.24、圖 4.25。莫蘭蒂強烈颱風

最大暴潮偏差為 0.57 公尺，颱風在關島西方海面形成後往西北西轉西

北方向移動，13 日 14 時其中心在恆春東南東方海面，暴風圈開始進入

巴士海峽，同日 23 時起其暴風圈逐漸進入臺灣東南部陸地及恆春半

島，對臺灣東部、中南部及澎湖、金門地區構成威脅。颱風中心於 15
日 2 時左右由金門進入福建，11 時金門脫離暴風圈，颱風警報解除，

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00hPa。 

2016 年的梅姬中度颱風，如圖 4.26、圖 4.27。梅姬中度颱風最大

暴潮偏差為 0.30 公尺，颱風在關島附近海面形成後逐漸往西北西方向

移動。25 日 23 時其中心在花蓮東南東方海面，暴風圈逐漸朝臺灣東半

部海面接近；27 日 5 時，其中心在花蓮東南方海面，暴風圈逐漸影響

臺灣東半部陸地。颱風中心於 27 日 14 時在花蓮市附近登陸，21 時 10
分由雲林縣麥寮出海，並於 28 日 5 時左右由金門北方進入福建，近臺

中心最低氣壓 940hPa。 

2017 年的尼莎中度颱風與海棠輕度颱風，兩個颱風侵台日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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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如圖 4.28、圖 4.29。尼莎中度颱風與海棠輕度颱風最大暴潮偏差

為 0.51 公尺，尼莎中度颱風在菲律賓東方海面形成後往西北方向移

動，28 日 8 時其中心在鵝鑾鼻東南東方海面，暴風圈逐漸接近巴士海

峽，29 日 10 時其暴風圈開始進入臺灣陸地，19 時 10 分左右於宜蘭蘇

澳登陸，22 時 30 分由苗栗竹南附近出海，30 日 14 時其中心在馬祖西

方陸地向西北西方離去，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55hPa。海棠輕度颱風在

鵝鑾鼻西南方海面形成後往巴士海峽方向移動，30 日 16 時 40 分於屏

東楓港附近登陸，31 日 0 時 30 分由彰化芳苑附近出海，8 時其位置在

馬祖西方陸地，向西北轉北北西離去，近臺中心最低氣壓 990hPa。 

本計畫分析臺中港 2011 至 2020 年的侵台颱風，颱風期間水位變

化，2011 年南瑪都強烈颱風水位抬升 0.34 公尺，2012 年泰利輕度颱風

水位抬升 0.30 公尺，2014 年麥德姆中度颱風水位抬升 0.39 公尺，2015
年蘇迪勒中度颱風(近台中心氣壓 930hPa)水位抬升 0.62 公尺，2015 年

杜鵑強烈颱風(近台中心氣壓 925hPa)水位抬升 0.52 公尺，2016 年尼伯

特強烈颱風水位抬升 0.27 公尺，2016 年莫蘭蒂強烈颱風(近台中心氣壓

900hPa)水位抬升 0.57 公尺，2016 年梅姬中度颱風水位抬升 0.30 公尺，

2017 年尼莎中度颱風與海棠輕度颱風，侵台日期重疊，水位抬升 0.51
公尺。縱觀分析結果，颱風暴潮明顯與颱風路徑及中心氣壓有關。颱

風期間水位變化量整理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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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南瑪都(NANMADOL)強烈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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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南瑪都強烈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4-17

 

圖 4.14  泰利(TALIM)輕度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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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泰利輕度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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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麥德姆(MATMO)中度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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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麥德姆中度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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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蘇迪勒(SOUDELOR)中度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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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蘇迪勒中度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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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杜鵑(DUJUAN)強烈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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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杜鵑強烈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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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尼伯特(NEPARTAK)強烈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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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尼伯特強烈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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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莫蘭蒂(MERANTI)強烈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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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莫蘭蒂強烈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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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梅姬(MEGI)中度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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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梅姬中度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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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尼莎(NESAT)中度颱風、海棠(HAITANG)輕度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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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尼莎中度颱風與海棠輕度颱風路徑圖水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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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中央氣象署發佈颱風警報之颱風及暴潮偏差表 

年份 編號 中文名

稱 英文名稱 警報期間 近台

強度 

侵台

路徑

分類 

近台近

中心最

低氣壓

(hPa) 

近台近

中心最

大風速

(m/s) 

七級

風暴

風半

徑(km) 

十級

風暴

風半

徑(km) 

警報

發布

報數 

暴潮偏差 

(m) 

2011 201111 南瑪都 NANMADOL 08/27～08/31 強烈 4 920 53 180 50 34 08/30/22 
0.29 

2012 201205 泰利 TALIM 06/19～06/21 輕度 9 985 25 150 -- 17 06/20/14 
0.30 

2014 201410 麥德姆 MATMO 
07/21～07/23 中度 3 

960 38 200 80 19 07/23/10 
0.39 

2015 201513 蘇迪勒 SOUDELOR 08/06～08/09 中度 3 930 48 300 100 24 08/08/06 
0.62 

2015 201521 杜鵑 DUJUAN 09/27～09/29 強烈 2 925 51 220 80 20 09/29/07 
0.52 

2016 201601 尼伯特 NEPARTAK 07/06～07/09 強烈 4 905 58 200 80 25 07/06/18 
0.27 

2016 201614 莫蘭蒂 MERANTI 09/12～09/15 強烈 7 900 60 220 80 21 09/11/17 
0.57 

2016 201617 梅姬 MEGI 09/25～09/28 中度 3 940 45 250 100 23 09/27/11 
0.30 

2017 201709 尼莎 NESAT 
07/28～07/30 中度 2 

955 40 180 60 19 07/30/02 
0.51 

2017 201710 海棠 HAITANG 07/30～07/31 輕度 7 990 20 100 -- 14 07/30/02 
0.51 

 

 

 

 

 

 

 



 



 5-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主要針對商港潮位觀測，以岸邊測站方式，配合自動擷取

傳輸系統及現場作業方式持續觀測蒐集潮位資料。海氣象觀測耗費人

力物力，本所歷年所得實測資料均係國內商港海氣象環境之第一手數

據，經由統計分析方法，可用於提供相關營運、工程、研究單位作為

環評、規劃、設計、施工、環境監控之重要參考資訊，並可配合數值

模式建立適用的推算模式。 

5.1 結論 

本計畫針對臺北港、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高雄港、安平港、

布袋港及臺中港等國內商港，以岸邊測站方式，持續觀測蒐集潮位基

本資料，所得數據以自動擷取傳輸系統蒐集。依據整年(110年 12月~111
年 11月)潮位資料配合築港高程基準統計，彙整結論如下： 

整年臺北港平均潮位、平均潮差、最大潮差、平均週期為 1.53m 、
2.31m、3.74m、12.4時，主要為半日潮；基隆港平均潮位、平均潮差、
最大潮差、平均週期為 1.04m 、0.57m、1.48 m、14.1時，為半日潮略
大於全日潮的混合潮；蘇澳港平均潮位、平均潮差、最大潮差、平均

週期為 1.79m 、0.91m、2.06 m、13.9時，為半日潮略大於全日潮的混
合潮；花蓮港平均潮位、平均潮差、最大潮差、平均週期為 3.27m 、
0.95m、1.94、12.6 時，為半日潮遠大於全日潮；高雄港平均潮位、平
均潮差、最大潮差、最大潮差、平均週期為 0.95m 、0.52m、1.30 m、
15.9 時，為半日潮略大於全日潮的混合潮；安平港平均潮位、平均潮
差、最大潮差、平均週期為 0.85m 、0.59m、1.52 m、14.1時，為半日
潮略大於全日潮的混合潮；布袋港平均潮位、平均潮差、最大潮差、

平均週期為 1.43m 、1.42m、2.51 m、12.5時，主要為半日潮；臺中港
平均潮位、平均潮差、最大潮差、平均週期為 2.93m 、3.81m、5.5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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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時，主要為半日潮。 

本研究分析臺中港 2011 至 2020 年的侵臺颱風，颱風期間水位變
化，2011 年南瑪都強烈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20hPa)水位抬升 0.34 公
尺，2012年泰利輕度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85hPa)水位抬升 0.30公尺，
2014 年麥德姆中度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60hPa)水位抬升 0.39 公尺，
2015 年蘇迪勒中度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30hPa)水位抬升 0.62 公尺，
2015年杜鵑強烈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25hPa)水位抬升 0.52公尺，2016
年尼伯特強烈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05hPa)水位抬升 0.27公尺，2016年
莫蘭蒂強烈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00hPa)水位抬升 0.57公尺，2016年梅
姬中度颱風(近臺中心氣壓 940hPa)水位抬升 0.30公尺，2017年尼莎中
度颱風 (近臺中心氣壓 955hPa)與海棠輕度颱風 (近臺中心氣壓
990hPa) ，侵臺日期重疊，水位抬升 0.51 公尺。縱觀分析結果，颱風
暴潮明顯與颱風路徑及中心氣壓有關。 

 

5.2 建議 

本年度完成臺北港、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高雄港、安平港、

布袋港及臺中港等國內商港潮汐特性分析，每年的統計圖表資料可觀

察出各港之風潮特性，作為港區相關防災、施工等之應用，建議每年

持續觀測港區潮汐資料，累積更多港區海氣象資料，以得到長期之大

數據資料並增加其應用性。 

本研究目前只分析 10年臺中港颱風暴潮偏差，未來可分析其他區
域，以歸納影響颱風暴潮的重要因子，做為深入研究颱風暴潮的相關

預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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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成果效益及後續應用情形 

本計畫已完成臺灣主要商港之潮汐分析，時間序列歷線圖可看出

每個月之數值變化，重要量值統計表可看出相關統計量值，相關成果

可提供航港局、港務公司或其他港區相關單位做為港區作業安全、堤

防設計、防災預警、船舶進出港等之參考。 

本計畫完成臺中港近 10年颱風暴潮偏差分析，可提供未來暴潮預
測、潮汐分析、港區結構物設計、船舶進出港等之參考。 

潮位長期性觀測網站查詢系統及觀測資料，可即時提供航港局及

港務公司船舶交通服務系統(VTS)、港區海事工程施工所需之潮位資
料。 

透過統計分析，繪製各港潮位月、季與年統計分析圖表，進行統

計特性分析，出版研究報告及統計年報及提供港務公司做為環境影響

評估、港灣規劃、工程設計及船舶操船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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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期末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附 1-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辦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採購案名稱：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見 處理情形 

鄭智文委員： 

1. 報告內容資料豐富完整，多面

向建構與精進商港潮位觀測與

統計分析，對商港未來發展助

益甚大，值得肯定。 

2. 各章節可再強化其內容或成果

與計畫目的之關連性，文字敘

述重複部分，建議可以表格或

條列方式。 

3. 建議未來可再針對其他國內商

港進行颱風暴潮資料統計與偏

差分析，以提供商港營運及規

劃參考。 

4. 本研究是否未來可增加對馬公

商港及龍門尖山商港之潮位資

料蒐集與統計分析。 

5. 未來資料蒐集更加豐富完整，

建議可針對颱風預判路徑、強

度、氣壓、波浪等，結合本研究

所蒐集之長期觀測資料，預先

預警港區波高與暴潮分析結

果，提供港區營運及避浪之參

考。 

6. 部分圖表遭壓縮變形，建議版

 

感謝委員肯定。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會納入後續相關

計畫報告考量之重點。 

 

 

感謝委員建議，馬公商港及龍門

尖山商港之潮位分析在另案計

畫報告。 

感謝委員建議，會納入未來相關

計畫報告研究。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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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應再調整。 

7. 部分圖表以顏色區分不同曲

線，但報告內容為黑白列印，不

易判讀。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黃清和委員： 

1. 文中表格、圖號有錯誤，建議加

以詳細檢視。 

2. 各港觀測資料自2002年開始即

有記錄，惟此次分析卻只採計

自 2019年開始，應加註說明。 

3. 建議增加各個國內港之暴潮

差。 

4. 因氣候變遷，建議進一步分析

各國內港之平均水位上升趨

勢。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於潮汐年報文

中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納入後續報告辦

理。 

感謝委員建議納入後續報告考

量。 

 

楊瑞源委員： 

1. 潮位觀測資料之品管措施，建

議可補註說明。 

2. 建議納入潮汐調和分析之相關

分析討論。 

3. 有關影響颱風暴潮之重要因

子，目前大致可歸納出哪些因

子？應可於研究成果中進一步

討論(颱風路徑及中心氣壓等)。 

4. 成果討論宜請以圖形或表格呈

現，較易呈現相關特性。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胡啟文委員： 

1. 第 5-2 頁，結論所提臺中港近

 

感謝委員，颱風期間造成水位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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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颱風期間造成水位抬升，

此抬升量是否為扣除天文潮所

得之結果?。 

2. 第 4-12頁，4.3節中，提及蘇博

士調和分析資料，建議可加上

文獻索引編號供閱讀者參循。 

3. 按本所規定，摘要內容需將本

計畫之成果效益及提供應用情

形納入。 

升為已扣除天文潮。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李俊穎委員： 

1. 本年度測站亦有多次維護作

業，建議可摘錄維護情形放入

報告內補述，做為後續測站維

護參考。 

2. 建議補述其觀測儀器 CS456、

PTX1830、KPSI735基本特性資

料。 

3. 建議在表 3.1 內補述各港築港

高程做為基準參考。 

4. 建議將 4.3 節內容另外製表說

明。。 

5. 建議將圖 4.13、圖 4.15、圖 4.17、

圖 4.19、圖 4.21、圖 4.23、圖

4.25、圖 4.27、圖 4.29 改成雙

Y軸的圖形以利討論。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納入後續報告辦

理。 

蔡世璿委員： 

1. 本研究觀測並統計臺灣商港潮

汐特性，並利用能譜分析進行

 

感謝委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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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之潮汐週期成分關係，其

研究成果可供各商港管理單位

進行水深管理之應用，研究成

果值得肯定。 

2. 本計畫報告書內容僅討論 2021

年 12月至 2022年 11月之商港

潮位觀測資料之特性分析，建

議報告書名稱可增加年份備註

說明；另報告書內容亦簡稱為

「整年」或「今年」，可能因讀

者閱讀之時空背景而誤會其討

論之年份，建議內文可直接以

2022年為說明。 

3. 第 2-1頁，圖 2.3，建議圖片更

換畫質較清楚且符合該潮位計

的圖片。 

4. 第 2-2頁，表 2.1內容部分儀器

型號與「2022年港灣海氣象觀

測資料統計年報(8 港域觀測潮

汐資料)」報告書中之各港儀器

型號不同，請再確認。 

5. 第 3-12 頁，第 3 段所提「表

3.18」、第 4 段所提「表 2」應

為誤繕，請再確認。 

6. 第 4-12頁，第 1段，表 5-1是

否缺漏，請再確認。 

7. 文中中央氣象局因應交通部組

改，建議修正為中央氣象署。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確認並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確認並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確認並修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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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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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與第三科自行

研究計畫專家學者座談會議 

貳、時間：112年 4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參、地點：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2樓會議室 

肆、主持人：蔡立宏主任 紀錄：蔡金吉、蔡世璿 

伍、出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陸、委員意見：

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鍾英鳳副總經理(退休)

(一)計畫建議將維護資料庫列入，並進行品管作業、資料整合分析及成

果繪製，及統計分析均納入。 

(二)臺北、臺中、高雄因近年來有繼續擴建，對波、潮、流及漂沙之影

響程度為何？建議納入研究範圍內，作為未來港口擴建造成之影響

探討。 

(三)蘇澳、高雄、安平波浪站更新，以及基隆港遷移，是否造成資料中

斷不連續，建議可敘明及分析變動情形。 

(四)相關之原始數據(Raw Data)建議可開放外界使用，並將資料整合以

利各方應用及驗證模式之參考。 

(五)海流之觀測主要在港外且屬垂直剖面，目前港口對於海象氣象之需

求甚殷，對未來發展智慧港口甚為重要；建議可否整理出上、中、

下層海流之實際觀測值，配合數值模擬場域之流速比對。 

(六)商港潮位觀測統計分析，基於資料顯示部分港口潮位資料不連續，

建議潮位計高程應定期檢測。 

(七)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之應用分析內容非在港口，建議考量修正成

港口周邊之船舶航道及海氣象，即第二年著重在港口，第三年近海

航道（包括離岸風場之影響、漁港），第四年為 AI 運用於船舶安

全、操航、廢氣排放。本計畫四年中，其中第 1、2、3項每年均同

建議可調整。 

(八)港區巡查只是初步的作為，但水下巡查涉及效率、能見度，及水下

載具目前之功能及可做項目，來設定各年之工作項目，建議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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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了解水下巡查可做及需做之項目，及目前水下載具之功能。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及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其中湧浪遮蔽試驗，又

含消能措施規劃，二者並不一致，遮蔽試驗通常常以防波堤、擋浪

堤為主，以平面佈置為主，而消能措施則以斷面如消波塊、消能

池、緩波、沙灘、消波碼頭，建議是否以平面布置作為花蓮港湧浪

遮蔽試驗，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則建議以斷面消能為主。 

(十)海氣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時，建議確認為儀器設備管理或資料

庫管理。儀器設備管理主要在設備之維護更新、使用效能、維護費，

而資料庫管理亦有不同之思維。 

(十一)離岸堤出水高度計畫，因其與不同之波向、波流、風向、地形、

漂砂方向等有關，建議可先設定研究案例。 

(十二)商港海氣象風力及波浪示警機制，未來建議考量預報示警。 

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港務處羅偉佑處長 

(一)海象觀測設備應定期校正避免數據誤差，而影響後續分析結果，如

遇實際環境改變，應注意觀測數據的使用。 

(二)觀測結果建議網頁可提供簡易報表，供相關單位決策參考。 

(三)有關港池共振改善研究建議將花蓮港形狀因素納入研究分析。 

三、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董東璟教授 

(一)建議在海氣象觀測方法、儀器、取樣頻率檢校、品管方法、資料庫

等宜與國內相關夥伴單位，如中央氣象局、國家海洋研究院有定期

研討及整合，促使觀測資料品質趨於一致。 

(二)可以考慮推動船舶上的海氣象觀測(長期)，短期可考慮蒐集各港域

船舶已有海氣象觀測數據以充實港域海氣象資料庫。 

(三)所有觀測儀器之檢校、品管宜有完整之文件紀錄。 

(四)港區風力、波浪示警研究工作目標設定宜仔細思考，因此議題影響

因子太多如船舶型態、港域特性，不易有很綜整的結果，另因子間

的聯合效應如風、浪關係也可納入考量，港域海氣象時空變化快，

參考何種資料(現場即時或未來模擬資料)也需討論，若是參考現場

資料，何點位資料也需討論。 

(五)發展 AI技術如第 4案使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預測波高是未來方向

予以支持，但要注意是否有足夠資料可以訓練模式，另，利用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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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針對非常小點位(9、17、25 號碼頭)進行預測，是否合宜值

得多加探究。 

四、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張家豪主任 

(一) 商港風力、潮位、波浪、海流觀測與統計分析

1. 金門港之潮位、波浪、海流(運研所有觀測)是否能公開於港灣環

境資訊網?

2. 第 1頁，金門港是否考慮增設風力觀測工作?

3. 第 2 頁，風力觀測系統 112 年預計汰換 10 站，汰換標準(頻率)

為何？第 7頁，經費概估未計算汰換以及緊急搶修費用。

4. 第 3頁，甘特圖所示應共計 12個月(11個月應為誤植)。

5. 本中心去年研議臺中港船舶進港風力管制標準時參考港研中心

提供之歷年風力觀測資料，發現 110年底至 111年初臺中港北堤

測站因設備故障致該段期間無相關風力觀測資料，建議應提升設

備之巡查頻率及即時修復能力。

6. 統計分析作業(公開的年報)似乎停滯於 2019年，港灣環境資訊網

海氣象觀測資料年報會重新發布 2022、2023年版本嗎?

7. 潮位(臺中港暴潮特性)、波浪(水下無聲傳輸技術可行性及洲際二

期港內波浪特性)、海流(臺北港海流特性)除維運及統計年報工作

項目外，皆有規劃 1個研究主題，風力是否增加其他研究主題，

例如：臺中港各測站風力特性分析，可供臺中港船舶進港風力管

制標準改採單一測站之參酌。

8. 第 11 頁，表示將分析近幾年臺中港潮位資料，探討颱風發生時

實際潮位資料與天文潮預測潮位差異，但近幾年實際侵襲臺灣的

颱風很少，是否會影響分析作業?

9. 第 16頁，欲瞭解基隆港既有底碇式波浪觀測站遷移原因。

(二) 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析

1. 第 30頁，本計畫主要利用 AIS船舶動態資訊分析之交通流量與

海氣象資訊及海事案件之關係，111年度-海氣象資訊與船舶海事

案件關係探討的結果為何?

2. 第 31 頁，依據 112 年工作計畫包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與主要港

埠航道交通流量，因此研究範圍應該有包括各商港港區範圍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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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包含彰化風場)，由於彰化風場目前已公告設有南北向航

道，並由本局成立彰化航道 VTS 中心管理該航道，研究單位希

望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管理單位分散航線的評估，以減少碰撞事

故發生機率，可否更具體說明如何分散航線。 

3. 第 31～32頁，比對 2022-2024年的船舶分布軌跡，預期可以得到

什麼樣的成果?

4. 第 33 頁，海氣象資訊於船舶監控預警系統將如何運用？如船舶

即將進入 10級風範圍前先預警(SOLAS/V/5-9鼓勵船長通知鄰近

船舶及岸台)？結合AI技術於船舶航行安全整合系統的初步規劃

內容為何？其優於現行 NAVTEX 或其他傳遞海氣象資訊設備的

功能為何？

(三) 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

1. 第 44 頁，相關設施自 109 年即建置，建議先說明先前已完成的

工作項目，例如是否已完成海洋陣列雷達與現行觀測儀器的差異

分析(是否會較一般儀器精確) ?另陣列雷達是否受天候或其他因

素影響?

2. 第 46～47 頁本次主要探討單雷達與雙雷達差異分析，故原始資

料是否會有 109年單站雷達、110年南側雷達，以及雙雷達共同

調查分析的資料？那單站及南側雷達是否有差異？

(四) 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

臺中港選擇海洋陣列雷達、臺北港選擇微波雷達有無特別考

量？ 

(五) 港區水下巡查技術

1. 工作計畫未說明水下無人載具將採用哪一類ROV/AUV來測試？

2. 計畫緣起為以機器替代潛水員進行水下巡查可行性，文內提及兩

大類操作技術似乎已是既有技術，故本研究結論倘分析不具可行

性的原因可能為何？ 另本案欲得到的結論為何(怎樣的巡查成果

可稱之為可行、是否涉及成本效益分析) ？

3. 本研究如具可行性，未來可以水下無人載具作為港區水下設施巡

查作業之應用，相同的，因港區內易會發生船與船或船與固定設

施碰撞事件，亦可利用 ROV/AUV進行船底水下檢查船舶損壞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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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

第 85 頁，第 10 案長週期波浪之研究亦提及「將研擬適用於

花蓮港消減長週期波浪的結構物斷面或設施型式」，此研究成果與

第九案湧浪消能措施是否會互相衝突? 

(七) 海氣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計畫緣起提及儀器、資材、通訊資源之維護、稽查、紀錄等，

成果卻未提及這一方面的內容。另目前觀測數位管理所遭遇之難

題為何？各觀測站的統計整理方式會有不同嗎？ 

(八) 離岸堤出水高度對堤後淤沙效能之影響評估

本案規劃運用 Youtube影片進行研究，是否已掌握相關資源？ 

(九) 商港風力、波浪示警機制

應用面上風力示警燈號未來可否運用在各港之船舶進港管制

標準上，供使用者標準判別更為淺顯易懂。 

(十)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建置花蓮港波高預測模式、花蓮港風浪模組模

擬參數條校探討

第 15 案應用 TaiCOMS2.0 預測碼頭波高，第 16 案則欲精進

TaiCOMS正確性，兩案之間會相互配合嗎? 

(十一) 風力及波浪準確度分析

比對模擬資料與觀測資料的準確度，並展示於港灣環境資訊

網的意圖為何？準確度的定義是什麼？預計未來的參考應用方向

是什麼？ 

五、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陳冠宇教授 

(一)風波潮流的即時觀測與分析多年來已經累積大量成果，持續的進行

資料蒐集十分重要，也值得肯定。這些資料取得主要在計畫一~

四，配合計劃十七、十八進行近一步的分析與品管，構成完整的資

料系統。 

(二)除了傳統的單點觀測，計劃九、十以及與計劃十六相關的數值模

式，都可以提供面的，甚至 3-D 的資訊，點和面的資料可以相互

印證。 

(三)資料的加值運用，如計劃五、十一、十三 R 十五，和以上的資
料

取得與品管的計劃相互呼應，顯示第二科與第三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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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針對實際的海岸與港灣工程問題的研究很有意義，惟一般人不易了

解其詳細沿革，建議多強調這些計畫之創新性。 

六、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翁健二主任秘書 

(一)第 2 頁，商港風力觀測編列經費是否有包含設備更換？ 

(二)商港波浪觀測與海流工作項目相似。

(三)第 18 頁，商港波浪觀測，水下無線傳輸系統測試，有無評估通訊

距離、速率？通訊方式？

(四)雷達表面流觀測，如何驗證觀測資料正確性？

(五)陣列雷達表面流觀測編列經費是否包含維運經費？

(六)陣列雷達觀測數據如何呈現以提供相關單位參考依據？

(七)第 54 頁，陣列雷達維運是否同仁自行維運？

(八)臺北港雷達站，觀測數據如何驗證？

(九)第 55 頁，陣列雷達解析度 500m，如何進行船舶觀測分析？

(十)第 122 頁，花蓮港碼頭波高預測使用 LSTM 預測解析度？另硬體

設備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

(十一)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港務公司已有計畫在執行。
柒、結論：

感謝委員提供本所自行研究計畫之專業建議，請案關同仁將委員

意見納為執行計畫重要參採依據，俾以達到成果實際應用目的，以及

提升研究成果之廣度及實用性。 

捌、散會：上午 12時 45分



會議簽到表

會議名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與第三科自行研究

計畫專家學者座談會議

時間：112年4月28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地點：本所港研中心2樓會議室

比 － o 
主持人：蔡立宏主任全訂：玄丐

專家學者：

專家學者 簽名

鍾英鳳委員

羅偉佑委員

董束璟委員

張家豪委員

陳冠宇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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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健二委員

出席單位及人員：

出席單位 職稱 簽名

科長 4 召垧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科長 頓噚急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科長 召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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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簽名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噗氬Af 訌祆乏
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鷂龘出信

勺花

龔鷗 鈤囯皐考
屮乜克這多j鬥
翰芍 鬪f． 知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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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6月工作會議紀要 

會議名稱：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112年自行研究計畫第 1次工作會議 

時間：112年 06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02時 00分至 04時 30分(第 1場次) 

112年 06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分至 12時 30分(第 2場次) 

112年 07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至 11時 30分(第 3場次) 

地點：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3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俊穎科長                                  彙整：許師瑜 

出席者：如後附簽到表 

主/協辦單位：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壹、討論議題/計畫名稱 

一、工作進度說明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摘要說明。 

2.風力觀測資料庫整合及更新進度。 

3.風力觀測資料品管作業精進及方法導入情形。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整理與彙整主要商港潮位觀測資料。 

2.彙整 2011至 2020台中港潮位觀測資料及侵臺颱風資料。 

3.蒐集國內外相關暴潮研究文獻。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底碇式波浪觀測系統更新、遷移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可行性評估。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波浪資料特性分析。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海流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說明。 

2.臺北港潮流特性分析初步成果報告。 

3.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討論。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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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1.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臺灣周圍海域與主要港埠航道交通流量。 

3.彙整高雄港和基隆港之海氣象觀測資料。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海洋雷達觀測應用相關文獻回顧。 

2.海洋雷達設備維護與校正作業摘要說明 

3.海流監測資料分析與交互驗證工作情形。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域背景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說明(包含底碇式波流儀、資料浮標、

微波雷達)。 

2.臺北港微波雷達測站現況說明。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完成港區水下設施巡查項目初步盤點。 

2.港區水下設施巡查方式探討。 

3.蒐集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文獻。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第二試驗廠棚修繕工程進度說明。 

2.花蓮港海氣象資料初步彙整。 

3.模型比尺及試驗條件初步規劃。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蒐集研讀國內長週期波及花蓮港相關研究文獻。 

2.可能致災的波浪定義與分析。 

3.熟悉斷面水槽目前配置、新增設備及後續研究規劃。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海氣象觀測儀器盤點情形說明。 

2.各觀測儀器系統架構、維護流程、資料流向、品管方法之彙整。 

3.報告書章節之規劃。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行情形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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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風力觀測資料庫系統之數據傳輸方式及資安管理作業。 

2.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海氣象觀測資料庫(臺中 IDC 機房)與本所港研

中心之異地備援機制及資料庫整合工作。 

3.利用紊流強度分析觀測站受鄰近結構物之影響。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潮位觀測年報內容討論。 

2.潮汐分潮研議。 

3.颱風路徑與暴潮分析交換意見。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波浪觀測站建置概況及本年度觀測系統現場相關作業期程。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水下實測期程規劃。 

3.高雄港洲際二期 S03及 S13碼頭靜穩度觀測站建置進度。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剔除極端氣候(如颱風)影響期間觀測資料之潮流特性分析可行性討論。 

2.垂直剖面流分析方法及成果呈現方式討論。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彙整國內外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分析彰化風場航道與離岸風電浮動式風場（苗栗及墾丁外海）各類船舶

往(來)及返(回)的交通流統計量與航跡密度。 

3.針對高雄港和基隆港之海事事故，彙整船舶航行軌跡與海氣象狀況。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雷達電力系統改善與海洋雷達天線劣化汰舊更新討論。 

2.針對 6月 15日表面海流監測資料進行分析與驗證討論 

3.討論期末報告章節規劃與後續工作檢討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碇式波流儀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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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北港微波雷達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港區水下檢測項目之判定標準討論。 

2.港區水下設施巡查方式說明。 

3.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案例分析。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花蓮港季風及颱風波浪資料呈現方式。 

2.水工模型規劃及相關試驗設備材料需求評估。 

3.花蓮港湧浪型態探討。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更新造波機測試過程內容，建議於報告書定稿前彙整進報告書。 

2.考量斷面水槽的尺寸及造波機效能，週期縮尺最大僅能模擬原型 36 秒

的波浪，後續再評估是否以數值方法，模擬更長週期的波浪。 

3.應針對花蓮港的現況及破壞紀錄多加探討，以研擬出適用花蓮港內消

減長週期波能的結構物斷面或設施型式。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儀器盤點需補充說明處之討論。 

2.各系統維護程序及資料流向需補充說明處之討論。 

3.報告書文獻回顧可加強處之討論。 

 貳、重點紀要/主要結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目前風力年報已利用 Python重新編程，並透過公用區分享程式碼，相

關研究同仁可參考交流，以精進工作職能。 

2.112年度海洋工程研討會預定 9月開始徵稿，階段性研究成果可適時投

稿。 

3.建議補充紊流強度之數學定義，以及測站配置與現場圖片，以利瞭解測

站與結構物之相對位置。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彙整潮位觀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繪製成圖表並出版統計年報，年報內

容擇期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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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優先擇取有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的歷史颱風做暴潮分析。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請依規劃期程督導現場作業廠商，使本年度波浪觀測系統現場佈放及

維護等作業能如期如質完成。 

2.無線通訊數據機目前已可與底碇式波流儀(AWAC)溝通，後續將至國立

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斷面水槽實際測試，建議測試期間同步實施造浪，

模擬未來應用於港區執行監測作業之情境。 

3.高雄港洲際二期 S03 及 S13 碼頭靜穩度觀測站已建置完成，後續請持

續掌握觀測站運作情形，並可著手分析船席遮蔽係數。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建議於年度研究報告內增加資料浮標之流速剖面儀設備說明。 

2.潮流特性分析建議延長分析期間，確保分析結果之正確性。  

3.垂直剖面流建議採完整斷面呈現，可擷取年度最大潮或最小潮之觀測

資料進行分析，期能獲得具代表性之成果。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針對目前 AIS所蒐集的船舶資訊與 VDES系統蒐集資料，建議進行相關

資料比對。 

2.建議「彙整特定港口之海氣象觀測資料」與「船舶動態與海氣象資訊應

用分析」，兩章節內容要互相連動整合。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本案表面流觀測資料量龐大且時程緊迫，工作量繁重，請相關研究人力

與工作安排須合理進行。建議本案未來海流資料提供予應用單位時，須

確定資料提供標準與項目，以保海氣象資料之正確性。 

2.有關本所與國海院、氣象局及大氣海洋局規劃合作辦理 114-117 跨部

會案件，後續年度工作項目建議於後續年度適時配合調整。 

3.有關高頻雷達訊號應用文獻回顧部分，請盤點過去相關研究成果，以利

瞭解過去研究發展階段情形。 

4.有關表面流觀測資料的統計與比較分析，建議參考氣象局於臺中港南

側佈放的浮標資料進行比較分析與討論，特別是冬季東北季風期間特

性，以及大潮與小潮時段的特性，建議納入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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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碇式波流儀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3月份。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6月份。  

3.建議盡速蒐集臺北港微波雷達觀測資料進行資料比對。 

4.自辦計畫報告中，有關微波雷達測站及各測站之位置平面圖應清楚呈

現。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目前已蒐集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案例，建議可針對國內新興技

術應用於港區水下巡查作業之相關文獻，進行補充。 

2.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於港區發展之架構可再進行補述。 

3.水下無人載具之影像取得及定位測試，預計納入明年計畫辦理。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花蓮港季風波浪及颱風波浪資料建議妥善整理。 

2.請評估本案所需相關試驗設備材料。 

3.俟水工模型規劃完成及確認試驗條件後，加強敘述相關過程。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更新造波機設備的到貨及測試時程，應確實掌握進度，朝向提前完成的

目標執行。 

2.針對造波機效能的測試內容，需先提出斷面配置規劃，以利設置斷面的

測試設施。 

3.研究過程及報告書撰寫期間若遇困難，應及時提出，再一同進行討論。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本案原工作計畫書階段有納入岸基高頻雷達 2 站及微波雷達 1 站之規

劃，惟考量雷達站設備複雜，相關架構及程序尚待後續研究擬定，故本

案有關雷達站部分建議先不予規劃。 

2.各種儀器之資料定義、各系統維護頻率及資料流向未列部分，建議再補

充說明。 

3.報告書之文獻回顧章節，建議可參考儀器之說明文件，及納入測站維護

與資料品管計畫之參考文獻與投稿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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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8月工作會議紀要 

會議名稱：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112年自行研究計畫第 2次工作會議 

時間：112年 08月 31日(星期四)上午 09時 30分至 16時 30分 

地點：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 3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俊穎科長                                  彙整：許師瑜 

出席者：如後附簽到表 

主/協辦單位：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壹、討論議題/計畫名稱 

一、工作進度說明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摘要說明。 

2.風力觀測資料庫整合及更新進度。 

3.風力觀測資料品管作業精進及方法導入情形。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彙整並分析主要商港潮位觀測資料。 

2.彙整 2011至 2020臺中港潮位觀測資料及侵臺颱風資料。 

3.期末報告初稿大綱說明。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底碇式波浪觀測系統更新、遷移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可行性評估。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波浪資料特性分析。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海流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說明。 

2.臺北港海流垂直剖面流分析方式討論。 

3.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檢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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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風電工作船軌跡與主要港埠航道交通流量。 

3.彙整高雄港海事案件資料。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進行海洋雷達觀測應用相關文獻回顧，並完成期刊研討。 

2.報告海洋雷達設備維護與校正作業情形。 

3.報告海流監測資料品管與檢核工作。 

4.討論海流資料分析驗證情形。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域背景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說明(包含底錠式波流儀、資料浮標、

微波雷達)。  

2.臺北港微波雷達測站現況說明。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 完成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比較。 

2. 完成港區水下巡查設施項目盤點及巡查方式探討。 

3. 持續蒐集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文獻。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第二試驗廠棚修繕工程及本計畫材料採購進度說明。 

2.花蓮港海氣象資料彙整。 

3.水工模型平面配置及消波設施配置。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彙整國內外長週期波及花蓮港相關研究文獻。 

2.選定可能致災的長週期波浪類型，供後續進行分析討論。 

3.規劃測試新設造波機的斷面水槽配置。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海氣象觀測儀器盤點系統架構之補充說明。 

2.各觀測儀器維護流程、資料流向補充說明，自主檢查表之彙整。 

3.報告書撰寫進度說明。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行情形進行討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附 4-12 

1.風力觀測資料品管機制及整合資料庫系統架構。 

2.商港風力觀測統計年報辦理進度。 

3.商港強風延時統計程式計算結果。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潮位觀測年報出版研議。 

2.調和常數採用 6個潮汐分潮。 

3.侵臺颱風路徑分析。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蘇澳港測站更新、基隆港測站遷移與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進度。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水下實測進度。 

3.高雄港洲際二期瑪娃颱風港內靜穩度分析成果探討。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臺北港潮流恆流特性分析成果討論。 

2.垂直剖面流資料蒐集、分析方法及成果呈現方式探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彙整國內外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繪製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航港局核可之非本國籍從事離岸風電工作

船舶之許可，及已入級驗船中心(CR)之風電工作船軌跡。 

3. 彙整高雄港之海事事故船舶航行軌跡。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討論雷達天線間距量測與卡努颱風後雷達南站自譜與雷達地網情形。 

2.討論雷達資料(L0級產品)品管與檢核工作。 

3.針對雷達表面海流觀測與其他觀測資料進行分析與驗證。 

4.討論雷達表面海流流向之正確性。與後續工作檢討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錠式波流儀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3.臺北港微波雷達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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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 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說明。 

2. 港區水下設施巡查項目及方式討論。 

3. 國內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案例分析。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平面配置調整。 

2.水工模型消能設施佈設方式。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抵禦長週期波斷面水工模型試驗的成果，建議未來可提供給平面遮蔽

試驗做為結構物配置參考。 

2.建議未來可考量進行防波堤的港內外兩側斷面水工模型試驗，針對同

一防波堤斷面討論港內外的消波情況。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系統架構及資料流向補充處之討論。 

2.現有管理模式及自檢表之討論。 

3.儀器資料格式及欄位之討論。 

 貳、重點紀要/主要結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風力觀測資料品管方法尚屬妥適，原則同意納入港務公司之海氣象即

時應變系統，並請將品管詳細流程納入期末報告初稿。 

2.風力觀測品管資料之可疑數據處理，建議強化人工品管檢核及回補機

制，以避免資料誤刪。 

3.風力觀測統計年報資料，請於 9月底前將報告初稿送主管核閱。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依中央氣象局侵臺颱風路徑分析對臺中港潮位影響。 

2.自辦計畫報告請盡速規劃章節及撰寫。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本年度已完成更新、遷移及建置之測站，請持續留意傳輸狀況，颱風期

間各測站即時通訊情形亦需加強注意。 

2.水下無線通訊數據機通訊品質易受水面及固體邊界影響，後續觀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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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架設計需將此因素納入考量。 

3.持續蒐集分析本年度颱風及季風期間之監測數據，測站即時系統運作

情形請持續留意。 

4.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靜穩度請持續掌握冬季季風觀測資料，做為重點

分析成果，期能獲得具代表性之成果。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請盡速完成海流統計年報初稿。 

2.針對垂直剖面流所蒐集底碇式波流儀及資料浮標等測站資料，建議進

行相關資料比對工作。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針對高雄港海事事故發生案件，建議增加船舶 AIS航行軌跡。 

2.有關利用 AIS 傳發海氣象觀測資料，建議可參考目前氣象局相關研究

報告。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雷達表面流觀測工作量繁重，有關高頻雷達資料品管與檢核部分，建議

持續辦理品管作業，對於海流方向部分請與 SeaView 原廠討論可能造

成此問題的原因，並予以排除，須確保資料演算標準與項目規範，以維

持海氣象資料之正確性。 

2.本年度雷達站於今(112)年 4 月份進行調整，關於海流觀測資料分析，

建議探討雷達調整前後表面海流觀測差異。 

3.關於本案主要研究項目內容，建議持續檢討，異常部分請納入分析檢討，

並安排後續工作，以確保數據與期末報告之品質。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碇式波流儀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3月份。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8月份。  

3.自辦計畫報告請盡速規劃章節及撰寫。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目前已蒐集國內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案例，建議可針對應用於港

區水下巡查之案例進行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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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計畫成果可進行彙整，並投稿相關期刊。 

3.水下無人載具之影像取得及定位測試可進行規劃，以利明年計畫進行。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配置，建議後續可與花蓮港務分公司相關單位討論。 

2.俟水工模型規劃完成及確認試驗條件後，加強敘述相關過程。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依照報告書章節規劃，開始依序撰寫報告書內容。 

2.分析長週期波作用機制，以構思抵禦長週期波結構物方案。 

3.針對新設造波機部分，持續跟進並調整測試規劃。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文獻及後續規劃可參考本所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系統及港灣環境資訊

網維護之相關規劃。 

2.本中心既有設備管理 E 化系統可供參考，惟現場維護介面建議簡化並

留下重要維管資訊。 

3.架構方面，需考量儀器產出原始資料保存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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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0月工作會議紀要 

會議名稱：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112年自行研究計畫第 3次工作會議 

時間：112年 10月 30日(星期一)上午 09時 30分至 16時 30分 

地點：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 3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俊穎 副研究員                               彙整：許師瑜 

出席者：如後附簽到表 

主/協辦單位：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壹、討論議題/計畫名稱 

一、工作進度說明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摘要說明。 

2.風力觀測資料分析結果說明。 

3.期末報告撰寫進度。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完成主要商港潮位資料統計分析。 

2.完成 2011至 2020臺中港潮位觀測資料及侵臺颱風資料分析。 

3.期末報告初稿大綱概述。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波浪觀測系統更新、遷移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 

2.水下無線傳輸技術應用於底碇式波流觀測系統可行性評估。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波浪資料特性分析。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臺北港海流垂直剖面流分析方式討論。 

2.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檢討及撰寫進度說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船舶動態與海氣象資訊應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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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彙整海事案件資料。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進行海洋雷達觀測應用相關文獻回顧。 

2.辦理南站雷達天線組更換，報告海洋雷達設備維護與校正作業情形。 

3.報告海流監測資料品管與檢核工作。 

4.與國外教授探討海流資料比對結果，討論海流資料分析驗證情形。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域背景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說明(包含底碇 

式波流儀、資料浮標、微波雷達)。  

2.臺北港微波雷達測站現況說明。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 完成港區水下巡查設施項目盤點及巡查方式探討。 

2. 完成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比較及國內外文獻回顧。 

3. 進行水下遙控載具定位試驗之初步規劃。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第二試驗廠棚修繕工程及本計畫材料採購進度說明。 

2.花蓮港海氣象資料彙整。 

3.水工模型平面配置及消波設施配置。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彙整長週期波致災案例及分析破壞機制。 

2.研提長週期波消能結構物方案及未來研究方向。 

3.期末報告書撰寫。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 本所海氣象觀測既有管理模式風險之說明。 

2. 海氣象觀測數位化管理系統架構規劃說明。 

3. 海氣象觀測資料庫管理規劃說明。 

4. 報告書撰寫進度說明。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行情形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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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特性及強陣風分析結果。 

2.商港颱風分析內容及產出項目。 

3.期末報告章節編排。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侵臺颱風路徑分析。 

2.侵臺颱風路徑對臺中港潮位影響分析探討。 

3.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檢討。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波浪觀測站運作情形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進度。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於大型斷面水槽測試結果。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靜穩度分析成果探討。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臺北港潮流特性分析成果討論。 

2.垂直剖面流資料蒐集、分析方法及成果呈現方式探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彙整國內外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繪製航港局核可之非本國籍從事離岸風電工作船舶之許可，及已入級

驗船中心(CR)之風電工作船軌跡，並針對軌跡異常船舶進行說明。 

3.分析船舶動態與當日海氣象狀況。 

3. 彙整高雄港之海事事故船舶航行軌跡。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辦理南側雷達站資料品管與檢核工作 

2.於 10月 5-6日第 45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辦理發表研究成果。 

3.本所與國家海洋研究院、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

科技研究中心與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共同舉辦 2023年海洋達

人工作坊，進行臺灣海洋雷達遙測發展與技術交流。 

4.討論雷達表面海流流向之正確性。與後續數據追算工作。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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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優化 

1.臺北港底碇式波流儀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3.臺北港微波雷達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 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說明。 

2. 港區水下設施巡查項目及方式討論。 

3. 國內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案例分析及定位測試之初步規劃。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消能設施形式之構思。 

2.花蓮港未來觀光發展議題及港內構造物改善。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針對花蓮港的現況，討論消減長週期波能的結構物或設施配置方式。 

2.討論於花蓮港內，設置抵禦長週期波結構物或設施的之可行性。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 海氣象觀測數位化管理系統架構規劃之討論。 

2. 海氣象觀測資料庫管理規劃之討論。 

3. 後續工作事項及報告書撰寫之討論。 

4. 113年度工作規劃及委外事項之討論。 

 貳、重點紀要/主要結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本計畫原則符合工作計畫書之各項進度，請依限完成期末報告撰擬，並

於 12月中旬召開期末報告審查。 

2.同一港區不同測站之風力資料比對是否存在時間位相差，建議可進一

步檢查。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颱風路徑對臺中港潮位影響討論。 

2.自辦計畫報告書於 11月底初稿完成。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已建置完成之資料浮標測站，請留意系統運作情形，霧燈及夜間警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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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確保正常運作。 

2.大型斷面水槽測試結果顯示，已可透過水下聲學數據機與 AWAC 溝通，

但隨著通訊距離拉長，訊號傳遞呈現不穩定情形，本年度獲取之相關數

據，可做為後續開放海域實測應用參考。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請盡速完成年度研究報告初稿。 

2.針對垂直剖面流所蒐集底碇式波流儀及資料浮標等測站資料，建議進

行相關資料比對工作。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針對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目前使用中心舊版 S-57海圖，建議可向

國土測會中心購置新版海圖。 

2.有關利用蘇澳港漁船及漁具濫用 AIS，建議可移除不列入考量，避免誤

解。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有關高頻雷達資料品管與檢核部分，建議持續辦理品管作業，並盡快完

成 SeaView資料演算工作，以維持海氣象資料之正確性。 

2.本年度報告書建議將原機關單位名稱，修改為組改過後名稱，以免發生

名稱錯植與其他誤會。 

3.關於本案主要研究項目內容，建議持續檢討，並盡快完成報告書初稿撰

寫工作，以確保期末報告之品質。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碇式波流儀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3月份。 請盡快蒐集後續

觀測資料。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10月份。  

3.波向資料異常，可能為匯出資料時之設定問題，應再檢視。  

4.請確認後續報告撰寫內容如何搭配主題。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就目前已蒐集之港區水下巡查設施及方式，再進行分類及探討，研擬可

優先適用於水下無人載具巡查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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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計畫成果可進行彙整，並投稿相關期刊。 

3.建議針對目前盤點之港區水下巡查標的物，蒐集合適作業之水下無人

載具，以利進行明年定位試驗。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配置，預計於 12月中旬與花蓮港務分公司相關單位討論。 

2.俟水工模型規劃完成及確認試驗條件後，加強敘述相關過程。 

3.請妥善彙整過往相關研究。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依照報告書章節規劃，於期程內完成報告書撰寫。 

2.再深入探討長週期波作用機制，加強抵禦長週期波結構物方案內容。 

3.針對新設造波機部分，持續跟進並確認測試規劃。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 有關時序列資料及 RAW 檔資料上傳及下載連結，規劃須考量該網址或

路徑變更時系統如何管理維護。 

2. 後續年度之實施計畫，基礎資料建置為重要步驟，建議強化匯入功能，

將既有基本資料表單直接匯入以減少人力負擔；另考慮強化資料匯出

功能，將本所需產出資料簡便匯出。系統便易性及其他擴充功能期於後

續透過使用者回饋精進。 

3. 所內人員訪談請接續進行，並建議邀請測站目前維護廠商進行訪談，討

論實際需要及規劃架構是否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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