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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論 

1.1 前言 

本研究配合交通部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目標：推動海岸災害防救

科技發展，精進海岸與港灣的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強化基礎設施中有

關環境資料庫之調查蒐集與建置及應用。本期計畫工作內容屬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綠色海洋與航安科技發展計畫(1/4)」106 年度海洋科技類

綱要計畫之分項計畫。 

臺灣東部海岸地區與海岸公路可能受到颱風波浪或異常浪等長波

侵襲，而造成重大災害，2017 年泰利颱風於基隆八斗子漁港造成異常

波浪將貨車沖落海，2016 年莫蘭蒂颱風在富岡漁港掀起 10 公尺浪高使

富岡燈塔折斷。同年 9 月梅姬颱風浪襲台東南迴公路南興段，2015 年

蘇迪勒威力強大造成台 11 線花東海岸公路路基流失致使道路阻斷，於

台 9 線長浪襲擊致使駕駛車輛擋風玻璃破裂。2013 年海燕颱風，雖然

遠在菲律賓外海，但卻也在龍洞灣岬海濱產生連續 3 個高約 5~6 公尺

的瘋狗浪襲擊，造成 8 死 8 傷的慘劇。颱風來臨造成異常波浪，海岸

公路又受長波衝擊，可能對海岸公路通行安全形成威脅，本研究彙整

由海象模擬與國內海象觀測站之波浪資料，建置淺水方程組資料庫，

評估其對海岸公路通行安全之可能影響，可提供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

警資訊。 

為有效減少這樣的災害造成之傷亡，本研究將針對前期發展之異

常氣候下跨河橋梁與港區水位溢淹預警系統之建置研究持續精進擴大

應用層面，發展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數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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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可能遭受的威脅及通行安全，以瞭解東部海岸公路受颱風波浪及

異常波浪影響的區段範圍、發展溯上分析及預警系統，建立異常波浪

容易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數值模式。蒐集颱風期間相關的新聞及分

析後，以台 9 線多良段 417K+715 到 419K+862 之間地勢較低的區段，

及南興段離海最近的 439K+700 到 441K+240 之區段為目標，彙整海象

模擬與國內海象觀測站之波浪資料來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

長浪溯上數值模式，評估其對海岸公路通行安全之可能影響，可提供

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資訊，以利公路管理單位作為災害預防及災後

管理之決策參考。 

1.2  研究範圍與工作內容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臺東海岸公路受颱風波浪及異常波浪影響的

區段範圍、發展溯上分析及預警系統。2016 年跨河橋梁預警系統藉

由模擬風浪在不同暴潮位，以及與河川產生波流交互作用的各種條件

下，波浪從邊界入射到抵達橋墩時的波高變化。為精進及擴大其應用

層面，故本研究以數值模擬為主軸，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

長浪溯上數值模式，據以評估臺灣東部地區海岸公路可能遭受的威脅

及通行安全，供公路單位參考。 

1.3 工作項目及預期成就 

本研究預期完成的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蒐集異常波浪引致臺東海岸公路災害之案例。 

2. 分析臺東海岸公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海岸地形變遷及海水

溯上與溢淹特性。 

3. 臺東海岸公路鄰近海岸外海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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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臺東海岸公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

模式。 

5. 規劃建置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之視窗化操作介面。 

 

本研究預期完成成果、效益及其應用如下： 

(一) 預期成果： 

1. 蒐集異常波浪引致臺東海岸公路災害之案例。 

2. 分析案例且評估臺東海岸公路因受異常波浪致災區段之海岸

地形變遷及可能溢淹威脅。 

3. 建立臺東海岸公路易致災區段之異常浪溯上與溢淹之數值模

式。 

4. 製作臺東海岸公路易致災區段受異常浪侵襲時之溯上範圍。 

(二) 效益及應用： 

1. 建立臺東海岸公路易致災區段因異常浪之通行安全評估的技術

及資料庫。 

2. 提供未來長浪發生時，臺東海岸公路易致災區段可能遭受的威

脅，供公路單位參考。 

3. 當長浪發生時，可評估臺東海岸公路易致災區段的影響，並提

供公路等相關單位，預先掌握對海岸公路可能發生之風險及因

應措施。 

4. 建置溯上潛勢圖，供防災應變之用，便於規劃臺灣主要海岸公

路之減災措施，並提供本所後續相關研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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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異常波浪案例蒐集與分析 

2.1 異常波浪災害概述與預警之必要性 

於海岸地區可能會受到異常波浪之侵襲，因而造成重大的災害。漁

民、釣客、戲水的民眾或海巡人員，常被「突發性的異常波浪」所襲擊，

這種突發性的異常波浪是沒有任何的前兆，如「瘋狗」般的隨便亂咬人，

漁民及釣客就稱這「突發性的異常波浪」為「瘋狗浪」，也屢經大眾傳

播媒體的大幅報導後，社會大眾對這種波高顯著大於背景波高之異常

特大波浪已有認識，並普遍稱之為「瘋狗浪」。 

蔡等(蔡等人，2015)針對異常波浪(Oceanic freak wave)、瘋狗浪

(Dangerous Coastal Waves)及急速成長波浪(Rapid growth wave)有不同

的定義，國外文獻中，特大的波浪稱為 freak wave(譯作突浪)或 rogue 

wave;亦稱為極限暴風波浪(extreme storm wave, ESW)或極陡波浪事件

(steep wave event, SWE)。在本文統一稱為「異常波浪」，目前對於異常

波浪的研究，能實際應用於災害的成果仍很有限。主管機關應採取何種

程度之措施以減輕異常波浪災害？道路、風景區或其他可能受災的 設

施應該何時封閉或管制？哪些區域應管制一般民眾進入以免危險? 民

眾管制區域該以何處為界？凡此種種，主管機關都沒有簡單可行的準

則可以依循。  

    如 2013 年海燕颱風威力強大，雖然遠在菲律賓外海，但卻也在龍

洞海濱產生異常波浪，造成八死八傷的慘劇。根據現場勘查與相關地形

資料，2013 年異常波浪事件發生的地點與海面有相當距離(約有 50 公

尺以上) ，中間有礁臺相隔(圖 2.1)。由於事發地點並非緊鄰海岸，一般

民眾可能覺得此距離應足以保障人身安全，但其實不然。此案例也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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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對海岸遊憩區等權責單位而言，如何進行管制並不容易決定，實務上

也缺少明確的規範。 

 

 
圖 2.1 於 2013 年龍洞海濱異常波浪事件之發生區域，發生地點在紅色

箭頭指示的人造階梯。階梯與海面有相當距離(約有 50 公尺以上)，中

間有礁臺相隔(董東璟教授提供)。 

    異常波浪災害的發生，主要是岸邊的人被波浪衝擊失去平衡，從而

被捲入海中(如圖 2.2a, 2.2b)；2008 年颶風艾克(Hurricane Ike)在加爾維

斯頓(Galveston)海岸公路使行駛的腳踏車受波浪衝擊失去平衡(圖 2.3)；

波浪的衝擊力與波高有關，因此以波高做為判斷基準是最直接有效的

方法。先前執行的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如陳等，2013、陳

等，2014、陳等，2015) ，不論是異常氣候下跨河橋梁何時封橋，抑或

海嘯發生時民眾應往何處疏散避難，都依據數值模擬所得之各地淹水

的深度來決定。因此在思考異常波浪防災問題時，自然也想參考過去的

經驗，甚至延續過去的方法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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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a 2016 年澳洲雪梨皇家國家公園異常波浪事件(來源 Mail Online) 

 
圖 2.2b 2016 年澳洲雪梨皇家國家公園異常波浪事件岸邊的人被波浪

衝擊而失去平衡 (來源 Mai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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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2008 年颶風艾克(Hurricane Ike)在加爾維斯頓(Galveston)海岸公

路使行駛的腳踏車受波浪衝擊失去平衡 

(來源 Jim Edds, http://www.extremestorms.com) 

    極淺海環境中的波浪傳播，由於受到海床地形與水體之環境影響，

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學者也指出，礁岩與防波堤的阻擋造成波浪反

射與向上沖擊的現象，可使波浪遠高於原有波高，極可能是發生異常波

浪意外的重要輔助條件(Su et al., 2002)。因此，單純以外海或近岸的波

高判斷異常波浪的危險程度與有安全威脅的區域都很容易誤判。以跨

河橋梁或海嘯的例子而言，都需另外對照海岸線附近的數值模擬結果，

才能據此決定各地淹水的深度，再決定管制方式或管制區域。 

    除數值模擬之外，陳等人先前執行的研究計畫中，將各港遭受不同

高度海嘯時的溢淹區域模擬結果，與 Google Earth 地理資訊系統之圖

資相整合(Chen et al., 2015)。其目的是利用圖層方式在溢淹潛勢圖顯示

港區不同之溢淹高程，港務單位可據以製作規劃逃生路徑或進行災害

演習等。如果能建立類似的異常波浪危險區域資訊，以類似海嘯溢淹區

域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方式展現，則可作為相關單位管制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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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異常波浪災害蒐集與分析 

    根據中央氣象局氣象資料開放平臺資料庫及蔡等(蔡等人，2016)調

查統計，結果顯示從2000年至2016年6月間臺灣地區的海岸異常波浪事

件共有301件，合計475人落海，臺灣四周海岸均有發生過異常波浪事

件，以東北部及東部發生居多。 

    近幾年的新聞報導，如2000年12月14日基隆八斗子漁港西防波堤

內側平台遭翻越的大浪襲擊落2名釣客入港內，造成2死的悲劇；2013年

11月9日於新北市貢寮區的鼻頭龍洞地質公園，樹林社區大學共16學員

突遭一陣大浪襲擊，造成8死8傷的重大慘劇；2014年7月8日於新北市野

柳風景區內，有5人在地質公園遭到3波6公尺大浪襲擊受傷。 

 

圖2.4 2000-2017年臺灣地區各月份發生異常波浪次數(橘色發生於颱風

警報期間案例) 

 以 2013 年龍洞異常波浪事件為例(圖 2.1)，利用數值模擬的方式

探討異常波浪的溯上過程，因此數值模擬的條件也參考當時海燕颱風

的波浪條件與龍洞海濱之地形。根據自由時報報導，事故發生時樹林社

大一行人正由龍洞灣岬步道尾端行走到鼻頭角海濱步道起點。事故地

點附近的龍洞測站資料(圖 2.5)顯示，事故發生之前後幾天波浪方向都

是 90 度左右，因此取事故地點的人造階梯向東(即 90 度方向)延伸的直

線為準進行模擬，如圖 2.6 中之直線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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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龍洞異常波浪事件之前後幾天的波浪資料，由上而下分別是波

高、週期與波向(董東璟教授提供)。 

 

 
圖 2.6COBRAS 數值模式的模擬區域，從事故地點的階梯向東延伸，

如圖中之直線所示。上圖為 Google Earth 上的位置示意，下圖是數值

地形上的截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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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中，上圖為鼻頭角地區的 Google Earth 衛星圖，下圖是根據

內政部海岸地區 DSM 數值地形與海科中心的海底地形資料庫構成之

鼻頭角地區完整的數值地形。由圖 2.6 中的直線位置截取出來的一維數

值地形則由北往南看(可視為 180 度旋轉)顯示於圖 2.7。 

 
圖 2.7 數值模擬使用的一維數值地形：左側為外海，右側為礁臺，最

右側則是事故地點的階梯。 

 

    由距離 2013年異常波浪事件最近的氣象局龍洞測站的資料(圖 2.5)

可大致決定實測示性波高約 2 m 與週期約 7 至 8 s，波向則接近由東向

西。 

    本研究先取入射波是一系列週期 8 s、波高 2m 的規則波浪，如圖

2.8 最上圖 (模擬時間 80 s)。為能詳細解析波浪與地形的交互作用，水

平解析度網格取 0.4m，垂直網格解析度取 0.2m。由於波高不高，波浪

很難越過礁臺，故礁臺上無太多水，如圖 2.9 (模擬時間 80 s)所示。 

    波高 2m 的規則波浪之後，在外海再製造三個同樣週期為 8 s 的較

大波浪，最大波高約有 4m，如圖 2.9 (模擬時間 158 s)所示。此時波高

較高，部份波浪可以越過礁臺，故礁臺上有積水。 

    較大波浪之後，外海又回復一系列週期 8 s、波高 2m 的規則波浪，

如圖 2.10 (模擬時間 176 s)所示。前端波高 4m 的大波在礁臺邊緣破碎

而向上衝擊。正如先前學者所指出的，礁岩與防波堤的阻擋造成波浪反

射與向上沖擊，向上衝擊的高度超過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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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週期 8 秒波高 2m 的規則入射波(模擬時間 80 s) 

 
圖 2.9 週期 8 秒波高 2m 的較大波浪(模擬時間 158 s) 

 

圖 2.10 礁臺邊緣與事故地點的階梯產生的向上衝擊(模擬時間 17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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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利用文字探勘蒐集異常波浪引致臺東海岸海岸公路災害

之案例 

 文字探勘是近年來隨著人工智慧和自然語言處理技術發展的一門

新興技術文字探勘（Text Mining）主要是針對半結構化（Semi-structured）

或非結構化（Unstructured）儲存格式的文件資料進行探勘，從非結構

化的文字中，萃取出有用的資訊或知識( Fayyad et al. 1996)。 

網路爬蟲是一種「自動化瀏覽網路」的程式，網路爬蟲被廣泛用於

網際網路搜尋引擎或資料蒐集網站，用以取得或更新網站的內容。網路

爬蟲可以自動收集所有頁面內容，供文字探勘演算法做探勘（分析處理

下載的頁面），然後進一步得到隱含在網頁內容中之資訊(圖 2.11)。 

  

圖 2.11 利用 google site 於特定新聞來源搜尋關鍵字結果 

本研究利用文字探勘的技術來自動蒐集異常波浪及海岸公路的新

聞資料，在分析文字資料時，我們經常會遇到字詞出現在許多個文件

之中，一般而言，這些頻繁出現的字詞，並沒有包含著有用的資訊或

是可供分辨上下文語意的資訊，一個有用的技術 tf-idf 可以解決這項

問題，tf-idf 是一種在文字探勘、資訊檢索中常用的加權技術(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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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也是一種統計方法，主要是評估一個字詞(term)對一個文件集

或一份文件的重要程度，字詞的重要性隨著它在文件中出現的次數成

正比增加，但同時會隨著它在語料庫中出現的頻率成反比下降，在一

份給定的文件裡，詞頻(term frequency, tf)指的是某一個給定的詞語在

該文件中出現的頻率，對於在某一特定文件裡的字詞t 來說，它的重

要性可表示為： 

,
,

∑ ,
       (2.1) 

以上式子中 , 是該詞在文件 中的出現次數，而分母則是在文件 中

所有字詞的出現次數之和。 

逆向文件頻率(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idf)是一個詞語普遍重

要性的度量，逆向文件頻率則可以用以下公式計算出來: 

, log	
,

    (2.2) 

為文件的總數，而 , 表示包含字詞 t 的文件檔 d 的數量，

而對數函數(log)的使用則是確保低頻的文件，不會被賦予一個太大的

加權，tf-idf 可將特徵向量中常見的字詞的加權給降低，保留重要的字

詞，因此，tf-idf 可以定義為詞頻與逆向文件頻率的乘積。並透過語意

辨識及文章相似度來辨識相同的事件，並將相關的新聞事件標記時間、

地點，如圖 2.12。 

 

圖 2.12 新聞蒐集及事件辨識流程 



 2-11

    因新聞來源眾多，各新聞網頁均有廣告頁面，利用網路爬蟲爬

回相關的新聞(圖 2.13a 及圖 2.13b)來自各出版社，而其各出版社的

網頁之廣告位置均不同及授權問題，已向聯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申

請聯合新聞網授權所屬聯合報系之內容資訊，以統一新聞來源及格

式。 

 

圖 2.13a 利用 google site 於特定日期搜尋關鍵字結果 

 

圖 2.13b 網路爬蟲蒐集新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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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計畫以臺灣東部海岸地區與海岸公路可能受到颱風波浪或

異常浪等長波侵襲為軸，目前以關鍵字「瘋狗浪+公路」、「瘋狗

浪+台東」、「瘋狗浪+台 9 線」、「浪襲+台東」、「浪襲+台 9

線」、「颱風+富岡+多良+大武」作為檢索，其中符號「+」為布林

檢索，所蒐集到之新聞如表 2.1 及圖 2.14a-2.14e，並以現有蒐集之

新聞資料作分析。 

表 2.1 新聞蒐集相關浪襲公路事件 

 

 

圖 2.14a 相關浪襲公路新聞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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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b 相關浪襲公路新聞資料 

 

圖 2.14c 相關浪襲公路新聞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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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d 相關浪襲公路新聞資料 

 

圖 2.14e 相關浪襲公路新聞資料 

    以蒐集新聞分析，南迴公路(台 9 線)為多良段(419 公里至 422

公里)至南興段(台 9 線 439.8 公里至 441 公里) ，因離海岸近，較常

受颱風海浪影響，常為公路總局公告之浪襲路段，如 2015 年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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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度颱風蘇迪勒期間，一輛轎車行駛台九線往南接近 441 公里處

時，突然一個長浪打上岸朝車輛直撲，車輛擋風玻璃應聲碎裂(圖

2.15)，據此向交通部公路總局申請相關道路設計資料。 

 

圖 2.15  2015 年 8 月 7 日中度颱風蘇迪勒期間，於台九線往南接近

441 公里處，長浪襲擊車輛(資料來源：蘋果日報) 

 

2.4 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通常學者對異常波浪的定義是波高大於二倍示性波高，或靜水

面至波峰高度大於 1.1 倍示性波高的波浪。若將目標設定為三姊妹

波這樣的一系列波群，連續幾個波每個波都超大的機會不大，故數

值模擬入射波波高也許可設為等於甚或稍低於二倍示性波高。 

    至於入射波週期，根據最近的研究，遠域颱風造成的湧浪可能

是許多異常波浪事件的可能成因；例如 2013 年龍洞海濱異常波浪事

件就很可能與威力強大的海燕颱風息息相關，以本研究所蒐集資料

中據表 2.1 對應其颱風路徑圖(圖 2.16-圖 2.24)發現，所發生事件與

颱風相關。其原因則可能因為湧浪加入當地的波場後，雖然波浪能

量大幅增加，但對示性波高的影響不大；因此波高達到異常波浪標

準(如超過二倍示性波高)的可能性大幅提高(Chen, 2016)。既然異常

波浪與遠域颱風造成的湧浪有關，因此其模擬使用的週期應該長一

些，超過示性週期、甚至接近湧浪週期亦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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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2014 年麥德姆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圖 2.17  2014 年黃蜂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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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2015 年蘇迪勒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圖 2.19  2015 年天鵝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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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2015 年杜鵑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圖 2.21  2016 年尼伯特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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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2016 年莫蘭蒂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圖 2.23  2016 年馬勒卡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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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2016 年梅姬颱風路徑圖(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本研究分析有無湧浪所產生的機制，在沒有湧浪的況下，其波高

分佈為窄頻波譜而會遵守雷利分布(Rayleigh probability law)(式 2.3) 

       (2.3) 

其中 p 是波高 H 機率密度函數，σ是靜水面的標準差，根據雷利分

布 Hs=2，σ=1.6 Have，波高最高的機率為兩倍的適性波高 2Hs 或 

1/81=0.01234。 

    但遠方天氣系統致使湧浪效應而構成異常波浪，所以考慮湧浪其

波場則會為一個正弦波+窄頻波場(a sine wave +a narrow-banded wave 

field), 波高分佈會遵守(式 2.4)： 

     (2.4) 

p 是波高 H 機率密度函數，σ是原本風浪水面的標準差，S 是代

表湧浪的正弦波的振幅，I0:為第一類修正貝索函數，若 S=0 波高的機

率密度函數就會恢復成雷利分佈，因為 I0(0)=1。(Wilbur et. a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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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示性波高 Hs的分佈 

    (2.5) 

第一步先計算 H0 

 (2.6) 

假設 S =aσ =1.6σ 

   (2.7) 

以上積分等於 1/3, H0/σ=2.3032 並更新 Hs(有湧浪)為 2.92σ 

(2.8) 

因此不同湧浪波高可以獲得最大波高，若無颱風的情況下，

HMAX=2Hs，而在遠處有颱風存在 HMAX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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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路海岸地形變遷及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3.1 臺東海岸公路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臺東海岸公路受颱風波浪及異常波浪影響的區

段範圍、發展溯上分析及預警系統，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長

浪溯上數值模式，以前述分析結果之易受浪襲之路段，南迴公路(台 9

線)為多良段(419 公里至 422 公里)至南興段(台 9 線 439.8 公里至 441

公里) ，因離海岸近，較常受颱風海浪影響，常為公路總局公告之浪襲

路段，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協助逕向交通部公路總局東西向快速公路

高南區工程處及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南區臨時工程處提供公

路工程設計資料，圖 3.1 為南迴公路(台 9 線)之區段圖。 

 

圖 3.1 東部公路(台 9 線)區段圖 

大鳥段

大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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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南迴公路(台 9 線)多良段工程區段圖(交通部公路總局東西向快

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提供) 

 

圖 3.3 南迴公路(台 9 線)多良段 418K+920 橫斷面(交通部公路總局東

西向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提供) 

    本研究於 106 年 2 月 16 日臺東海岸公路受海浪威脅大武段現場會

勘時水利署第八河川局提出「目前土砂來源匱乏，而河川輸砂量多，建

議再與臺東縣政府協調將其運至岸邊作為海岸保護」。交通部公路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亦提出「海岸侵蝕現象持續至今，相較以往，海灘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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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顯，目前針對局部需要保護之地方作消波塊的佈設以削減波能，而

越浪現象仍需深入研究」；並於會勘時由南興村村長口述「於南興村出

口及地磅 440K 附近有浪襲」，本研究亦蒐集相關海岸線地形變遷之報

告及利用 Google Earth 之衛星影像來進行海岸線地形變遷之分析。 

3.2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陳等(陳與郭，2005)以民前 7 年至民國 89 年的臺灣堡圖、海岸基

本圖及遙測影像等海岸地形資料分析計算台東海岸線歷年侵淤情形，

藉以了解台東海岸近百年來之演變情形。其結果顯示臺東海岸民國 15

年至 99 年間全段之海岸變化雖然侵淤互現，但海岸線平均退量則約

在 59.4 公尺至 71.4 公尺左右。 

    本研究亦利用 Google earth 之衛星影像來進行海岸線地形變遷之

分析，本研究假設無潮汐影響下，以歷年的衛星影像來判斷海岸線(圖

3.4)；當波浪到達海邊時，因海水深度減少，故波浪的底部會被海底

的摩擦力影響而波速減緩，但是波浪的上部較不受影響，所以高處的

波浪速度較快，使的波浪越來越陡，終致破碎，就為碎浪，也可以說

碎波，據此來判斷碎浪的地方作為海岸線。 

 
圖 3.4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 

    將原始影像由 Google earth 按照衛星拍攝日期依序輸出，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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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進行影像分析，將原始影像轉換灰階二值圖(如圖 3.5)並利用邊

緣檢測演算法(如圖 3.6)，最後就可以利用邊緣偵測以找出碎波處。圖

3.7a-3.7l 為南興地磅之衛星 2005 年至 2014 之碎波處(紅線)。 

 
圖 3.5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轉換為灰階二值圖 

 
圖 3.6 利用灰階二值圖進行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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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a 南興地磅站 2005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圖 3.7b 南興地磅站 2010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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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c 南興地磅站 2011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圖 3.7d 南興地磅站 2012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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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e 南興地磅站 2012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圖 3.7f 南興地磅站 2013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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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g 南興地磅站 2013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圖 3.7h 南興地磅站 2013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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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i 南興地磅站 2013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圖 3.7j 南興地磅站 2013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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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k 南興地磅站 2013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圖 3.7l 南興地磅站 2013 年衛星影像邊緣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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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8 為將各日期之海岸線疊繪於 2005 年之衛星影像圖，並分析

其海岸線之變化，利用像素值與比例尺之比例換算回實際距離，以南

興地磅選取 4 測線，分別為 L1, L2, L3 及 L4 觀察其地形之變化(如圖

3.9)，以 L1~L4 測線計算海岸線與台 9 線之公路距離(圖 3.10)，從

2005 年至 2014 年 L1 斷面其海岸線退縮了約 70 公尺，L4 斷面退縮了

近 87 公尺；其中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於 2013 年拍攝了 6 張衛星影

像分別為 2、3、6、7、10 月，L3 斷面從 2013 年 2 月至 3 月海岸線向

外推了 20 公尺，L3 與 L4 斷面又從 2013 年 3 月至 6 月海岸線向內退

縮了 20 公尺，L1~L4 斷面於 2013 年 6 月至 7 月間海岸線向外推了近

30 公尺，隨後至 10 月又向內退縮了約 20~28 公尺。 

 
圖 3.8 南興地磅站各年之海岸線疊繪於 2005 衛星影像 



 3-12

 
圖 3.9 南興地磅站各年之海岸線疊繪於 2005 衛星影像 

 
圖 3.9 南興地磅站斷面變化(台 9 線至海岸線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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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路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台 9 線南迴公路拓寬改善後續計

畫」將計畫路線安朔–草埔隧道段挖出之土石方用於台東海岸人工養

灘，以保護受侵蝕之海岸公路，本研究於 106 年 8 月 9 日至臺東海岸

公路受海浪威脅大武段及多良段再次進行現場會勘，並與交通部公路

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取得現場觀測資料，其養灘場址為大

武漁港南側(圖 3.10、圖 3.11)其養灘向南延續至南興地磅站，圖 3.12、

圖 3.13 為南興地磅站北側(439K+700)養灘現況，除了原本新設之消波

塊保護工程並將安朔–草埔隧道段挖出之土石方向海側推進約有 50 公

尺。 

 
圖 3.10 大武漁港(陳冠宇教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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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大武漁港南側養灘現況(陳冠宇教授攝) 

 
圖 3.12 南興地磅站北側(439K+700)向南拍攝(陳冠宇教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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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南興地磅站北側養灘處(439K+700)向南拍攝(陳冠宇教授攝) 

3.3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根據 2013 年龍洞異常波浪事件相關報導，異常波浪穿過 50 公尺

以上的礁臺後襲擊階梯附近的人群，此情境與前人研究中波峰向兩側

延伸甚寬、看似一面水牆(蔡等, 2001)等描述有相通之處，都是接近單

一方向的波浪。根據陳(2002)的推論，這種近似於單一方向的波浪，波

向線不散開。而某些異常波浪的可能成因，如海流使波浪產生折射造成

波能集中、或是不同方向波浪之線性或非線性疊加，都會在波能集中後

分散。因此應該可以排除龍洞異常波浪事件是由於這兩種成因所造成。

至於深海異常波浪較常見的阻塞作用，由於礁臺的阻擋，海流不可能正

對著由外海入射的波浪，因此也無從發生；而阻塞作用產生的瞬間大浪

與一般的入射波行為不相同，也無法穿過 50 公尺以上的礁臺後再襲擊

人群。根據以上的推論，陳(2002)列出之異常波浪的可能成因中，與一

般單一方向的波浪機制不同的幾個成因都可以排除。因此我們假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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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波是一系列、單一方向的一般波浪。 

    根據氣象局委託董東璟教授等人的研究中，以波谷深與波峰高的

比值(Ratio of Trough height to Crest height, RTC)(圖 3.14)為判斷波峰型

異 常 波 浪 或 波 谷 型 異 常 波 浪 的 依 據 ， 並 以 Didenkulova and 

Anderson(2010)之建議波峰型異常波浪為波峰高度大於波谷高度的 1.5

倍(RTC<0.67) (如圖 3.15a)，波谷型異常波浪為波谷高度大於波峰高度

1.5 倍以上(RTC>1.5) (如圖 3.15b)，對稱型異常波浪則是介於兩者之間，

即波谷高度與波峰高度比值介於 0.67 至 1.5 之間 (0.67<RTC<1.5)(如圖

3.15c)，異常波浪絕大多數都是對稱(非成群)表 3.1，單一波浪與地形的

交互作用，有太多不確定性與偶然性，故採用規則波進行模擬。 

 

圖 3.14 波谷深與波峰高的比值(Ratio of Trough height to Crest height, 

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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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異常波浪個別波之型態(董東璟教授提供) 

 

表 3.1 異常波浪型態之分類(董東璟教授提供) 

 
    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所取得現場觀測資料

「歷年颱風浪襲路段浪高觀測紀錄表」(附錄一)，皆有紀錄歷年颱風浪

襲多良段及南興段，當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養護單位會進駐守

視該路段，並每小時回報浪高級路況，作為封路之判斷依據，在海側道

路外側平台設置一浪高尺，圖 3.16 紅圈處為南興段(440K+800)所設置

之浪高尺，圖 3.17 可見浪高尺有綠色、黃色、橙色及紅色每一個色號

為間距一公尺，其紅色最頂處為與公路齊，表 3.2 為依據養護單位依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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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災情與災害紀錄所訂定預警值、警戒值、封路值作為封路之判斷依

據。 

 
圖 3.16 南興段(440K+800)處浪高尺(陳冠宇教授攝) 



 3-19

 
圖 3.17 南興段(440K+800)處浪高尺(陳鈞彥研究員攝) 

表 3.2 封路之判斷依據參考表 

設定浪高值 災害情形 處置作為 

中央氣象局

臺東浮標測

站之觀測浪

高值 

現場觀測浪

高值 

預警值 3 公尺 浪花波及路面 

進駐守視並

每小時回報

浪高及路況

3.7 公尺 3-4 公尺 

警戒值 5 公尺 

浪花挾帶漂砂波

及小石塊(φ5cm

以下)波及路面 

進行外側車

道通行管制
5.6 公尺 4-5 公尺 

封路值 7 公尺 

浪花挾帶漂砂、

大石塊(φ15cm

以上)及漂流物波

及路面 

進行全線車

道通行管制
9 公尺 5-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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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依「歷年颱風浪襲路段浪高觀測紀錄表」繪製出歷年颱風、

104 年杜鵑颱風、104 年巨爵颱風、105 年尼伯特颱風、105 年莫蘭蒂

颱風、105 年馬勒卡颱風、105 年梅姬颱風、105 年艾利颱風、105 年海

馬颱風、106 年尼莎颱風、106 年海棠颱風及 106 年天鴿颱風之浪襲路

段浪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如圖 3.18-圖 3.28)，觀測波高為駐守人員

依海平面高度所觀測到之波高高度並依照封路之判斷依據參考表進行

封路的設定，而對應前述表 2.1 由新聞所蒐集到相關浪襲公路事件中是

相符的。 

 

圖 3.18 104 年杜鵑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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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104 年巨爵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圖 3.20 105 年尼伯特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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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105 年莫蘭蒂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圖 3.22 105 年馬勒卡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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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105 年梅姬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圖 3.24 105 年艾利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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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105 年海馬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圖 3.26 106 年尼莎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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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106 年海棠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圖 3.28 106 年天鴿颱風浪襲路段觀測波高及臺東浮標示性波高 

    我們也在現場會勘時於南興段(441K+000)處，於道路靠近海側之

擋土牆及護欄有發現有受波浪衝擊致使水泥塊剝落之情形(圖 3.29)，

與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所提供之浪襲照片(圖

3.30)相符，可見衝擊力道，除了原本波浪的衝擊力外還有挾帶的漂砂

及石塊，對公路安全造成影響，原本所設置之消波塊也因長期沖刷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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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落海中，因此研究中模式模擬不考慮消波塊以作為最差狀況之考

量。 

  

圖 3.29 南興段(440K+900)水泥護欄受波浪衝擊剝落情形，左圖為向

北拍攝，右圖為向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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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南興段(441K+000)浪襲公路情形 

    一般而言，異常波浪即令一開始未碎，最終溯上造成死傷的過程也

可能碎波。在強烈的混合攪動下，流體不可避免會呈紊流狀態。因此欲

以數值模擬異常波浪，必須考慮相關的紊流特徵。 

眾所周知，紊流問題是著名科學家海森堡(W. Heisenberg)打算見到

上帝時要問祂的兩大疑問之一，其困難可以想見。就理論來說，至今還

沒有一個較為成熟的紊流理論，許多基本問題還不能用紊流理論來圓

滿地解釋，只能運用半經驗公式來解決。這些半經驗公式就包括著名的

普朗特(L. Prantle)混合長度理論與馮卡門(T. von. Karman)常數 0.4k  對

紊流問題求解的計算強度很高，按其網格大小可分為雷諾平均納維爾

－史托克斯(Reynolds Averaged Navier Stokes, RANS)方程式、大渦模擬

(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 和 直 接 數 值 模 擬 (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DNS)三大類。 

直接數值模擬（DNS）掌握了所有尺度的紊流運動，所以不需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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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尺度建立另外的模式。此法非常耗費計算資源，即使用最現代的

電腦都可能無法完全處理所有尺度的紊流；故即令電腦性能在接下來

的數十年間持續發展，一般研究者可能仍難以完全實行模擬。因此，對

於最小尺度紊流運動以次網格模式來代替還是有必要的；此乃大渦流

模擬（LES）所以應運而生的理由。 

LES 數值模擬中，小的渦流被濾掉並用次網格尺度模式來代表，

而大的、具有更多能量的渦流則可加以模擬。該方法比 DNS 解所需要

的網格粗得多，但是通常比 RANS 模式需要更細化的網格。由於紊流

運動結構的複雜性以及電腦運算速度的限制，大渦模擬(LES)和直接數

值模擬(DNS)還很少用於一般工程上紊流流場的計算。再者，大部分我

們有興趣的平均流動都屬於雷諾平均納維爾－史托克斯方程式(RANS)

能夠模擬的尺度範圍。因此，一般工程問題中紊流流場的計算多通過求

解 RANS 方程式來進行數值模擬。 

    RANS 方程式是雷諾(O. Reynolds)於 1894 年推導求得，也是模擬

紊流最古老的方法。此法將流體運動的各物理量表達為一個平均值和

一個擾動值的和，代入原始的納維爾－史托克斯(Navier-Stokes, N-S)方

程式後再取平均，從而得到關於平均物理量的控制方程式，即所謂雷諾

平均納維爾－史托克斯(Reynolds Averaged Navier Stokes, RANS)方程

式。此平均值為統計意義上的平均，或稱總體(ensemble)平均。RANS 方

程式在動量方程式中會出現新的與擾動速度的二階相關之應力項，稱

為雷諾應力。這個二階張量是新的未知量，其控制方程式於第四章

COBRAS 模式介紹將詳細介紹。 

因為雷諾應力的存在，RANS 方程式不封閉，即方程式中的雷諾應



 3-29

力還有耗散速率無法單純由 RANS 方程式進行求解；必須引入其他的

方程式，使整個方程組中方程式個數與未知量個數相等才能求解，此過

程一般即是以一紊流模式來封閉方程組。 

最常見的紊流模式是 k  模式，此為最簡單的完整紊流模式，包含

兩個方程式，並要另外解兩個變數 k 與：其中 k 是紊流動能， 是動能

耗散率。由於 k     模式具有很好的收斂速率和相對較低的記憶體要

求，因此在許多工程應用中都頗受歡迎。自從 Launder 和 Spalding 於

1974 年提出此法之後， k  模式就變成紊流流場計算的主要工具；其

適用範圍廣、耗費計算資源相對經濟，且有合理的精度，因此在實際問

題的模擬有十分廣泛的應用。 k  模式也屬於從實驗現象中歸納出來

的半經驗公式。 

    本文須求解 RANS 方程式，並須結合一紊流模式(如 k  模式)來

封閉方程組，故經仔細評估後，決定使用 COBRAS (COrnell BReaking 

wave And Structure)流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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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

模式建立 

    臺灣東部海岸地區與海岸公路可能受到颱風波浪或異常浪等長波

侵襲，而造成重大災害。在 2015 年蘇迪勒颱風於台 9 線長浪襲擊致使

駕駛車輛擋風玻璃破裂。2016 年莫蘭蒂颱風於台 9 線的南興和多良段

部分同樣發生長浪的浪花沖擊到馬路的狀況。本文挑選台 9 線多良段

417K+715 到 419K+862 之間地勢較低的區段為目標，建立異常波浪容

易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數值模式，透過模擬可了解在何種波浪條件

之下可能遭受的威脅，可提供公路單位作為道路通行安全的評估和道

路暫時封閉的參考。 

4.1 COBRAS 模式介紹 

本文使用的 COBRAS (COrnell BReaking wave And Structure)流體模

式以美國 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發展的二維不可壓縮流體的數值模

式「RIPPLE」(Kothe 等人，1991)為基礎，經過 Lin 和 Liu 修改後的版

本。模式為 2 維垂直方向(2DV)的水動力模式，可用來計算波浪與結構

物的交互作用 (Lin and Liu，1998)，以及波浪與孔隙介質的交互作用

(Liu 等人，1999)。模式的程式碼以 FORTRAN 撰寫而成。 

本模式主要求解 Raynolds Averaged Navier Stokes (RANS)方程式，

並結合非線性 k-ε 紊流模式來求得紊流動能 k 及紊流消散率ε。模式

特徵包括以流體體積法(Volume of Fluid，VOF)來描述流體在自由表面

的變化。另外可按研究的需求在不同區域設定可變的網格解析。根據模

式的輸出結果可得知模擬過程中的壓力、渦度、紊流黏滯力、動能、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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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消散、流速、自由表面的構成、質量守恆或和水漫(overtopping)的體

積。 

以二維不可壓縮且黏性流動之牛頓流體假設條件下，其 RANS 控

制方程式如前章 3.1： 

連續方程式： 

0             (4.1) 

動量方程式： 

    (4.2) 

其中  和  =1 或 2 ，分別代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代表第 

 個方向分量的流速。  和  各為密度和壓力。 表示第  個方向分

量的重力加速度。 為黏滯應力。  符號代表時間平均。另外： 

2 	         (4.3) 

          (4.4) 

其中 為動力黏滯係數，而 為動能黏滯係數， 為剪應變率

張量，  和  各代表流速在  和 方向分量的瞬時擾動量，

為雷諾應力(Reynolds stress)。 

另外 k-ε紊流閉合模式的控制方程如下： 

  (4.5) 

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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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為紊流動能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為紊流消散率 (turbulence dissipation rate) 

 為渦流黏度 (eddy viscosity) 

.
           (4.7) 

S           (4.8) 

另外根據 Rodi (1980)的建議值，在此將 、 、 、 四個經驗

參數設定為 1.0、1.3、1.44 以及 1.92。 

紊流模式根據渦流黏度的特性提供以下兩種型式來表示雷諾應力。 

1.當渦流黏度為線性且具等向性： 

2          (4.9) 

2.當渦流黏度為非等向性： 

        (4.10) 

其中 

 為 Kronecker delta 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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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5.2 D

 

1
58.5 D

 

1
370.4 D

 

D max
∂
∂

 

當 0.0 時，可由非等向性簡化成等向性的形式。由於

渦流黏滯性在線性及等向性的條件下，當流場出現較複雜的紊流時，

可能無法正確表現非等向性渦流的物理特性，所以本研究使用非等向

性的渦流黏度。     

4.2 數值地形 

    模式在多良段所使用的海域地形為海洋學門資料庫網格解析度

0.12 分之水深資料，如圖 4.1。陸域地形資料是由內政部地政司所提供

之 5m 解析度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數值地形資料，其中平面座

標採用內政部 1997 台灣大地基準(TWD97)，而高程座標則採用內政部

2001 台灣高程基準(TWVD2001)，其台九線多良段附近的地形如圖 4.2

所示。由於海、陸域的解析度不同，在此將海域地形資料的由經緯度座

標轉 TWD97 座標後，再以內插方式生成與陸域地形相同解析度之數值

地形。最後得到多良段附近的解析度 5m 海陸域整合地形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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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海洋學門資料庫解析度 0.12 分之水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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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台九線多良段附近 5m 解析度的內政部 DEM 數值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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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台 9 線多良段附近之海陸域整合數值地形 

    本文根據公路局所提供的多良段(417K+715 至 419K+862)道路橫

斷面圖資來繪製每個位置的道路平台近海側的大致高程，如圖 4.4。並

從中選取的 418K+660 到 419K+140 以及 419K+580 到 419K+820 兩個

高程較低的區間作為模擬目標。再從兩區間各挑選 6 個站進行波浪侵

襲道路平台的模擬。選取的 12 站如圖 4.3 所標示的橫斷面位置(TWD97

座標)，以及圖 4.5 的 Google earth 標示(經緯度座標)。12 個站各取一離

岸方向的切線，如圖 4.3 所示的紅色線。各站紅色切線的地形剖面參照

圖 4.6。 

    在此僅取水深介於 0 到 32 公尺的區域作為模式使用的海域地形，

並從深度 32 公尺的位置往離岸方向延伸 8 個波浪週期所能傳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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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作為入射波區。以 418K+660 站及波浪週期 10 秒為例，由於模式

的波浪由左邊界入射，故先將地形左右翻轉後取深度 0 到 32 公尺的部

分(x 座標約-600 到 0 m 區間)，再延伸一段入射波區(x 座標約-2000 到

-600 m 區間)，如圖 4.7。而陸域的道路平台地形則擷取自圖 4.8 的紅色

虛線。多良段的道路寬度包含雙向的路肩和雙車道總共 18m，靠陸側

的道路邊緣即為模式的右邊界。為了考慮比較嚴重的浪襲情況，所有模

擬的地形從水深 5m 開始往陸地方向直到道路平台旁的擋土牆為止，將

該區域地形皆調整為水深 5m 的平底海域。經過調整的 418K+660 站地

形如圖 4.9 所示。 

 

圖 4.4 多良段在 417K+715 到 419K+862 區間，靠海側的道路平台邊緣

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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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Google earth 的 12 站位置。 

 

 

圖 4.6 12 個站的切線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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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418K+600 站的海域模式地形 

 

圖 4.8 418K+600 站橫斷面圖(紅色虛線模式內插使用的陸域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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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418K+600 站提供模式內插使用的地形。 

南興段的模式地形部分同樣參考公路局所提供的南興段道路橫斷

面圖資。從中取出 439K+700、440K、440K+260、440K+500、440K+740、

441K、441K+240 等 7 站來建立道路橫斷面的陸域地形，其位置如圖

4.10 的 Google earth 三角標示。南興段的海域地形則參照水利署台東

海岸（尚武段）監測調查計畫（1/2）於 2008 年台東海岸南興段附近海

域量測資料所繪製的等深圖(圖 4.11)。從等深圖中標示了 7 站的向岸方

向地形切線，如圖 4.12。 

各站的切線地形剖面如圖 4.13 所示。同樣取水深介於 0 到 32 公尺

的區域作為模式使用的海域地形，並從深度 32 公尺的位置往離岸方向

延伸 6 個波浪週期所能傳播的水平距離作為模式入射波區。以

440K+000 站且波浪週期 10 秒為例，由於模式的波浪由左邊界入射，

故先將地形左右翻轉後取出深度 0 到 32 公尺的部分(x 座標約-2600 到

0 m 區間)，再延伸一段入射波區(x 座標約-3600 到-2600 m 區間)，如圖

4.14。而陸域的道路平台地形則擷取自圖 4.15 的橫斷面圖(參照紅色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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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南興段的道路寬度包含雙向的路肩和雙車道總共 16m，靠陸側的

道路邊緣即為模式的右邊界。考慮到較嚴重的浪襲情況，所有模擬的地

形從水深 5m 開始往陸地方向直到道路平台旁的擋土牆為止，將該區域

的地形調整為水深 5m 的平底海域。440K+000 站的地形經調整後如圖

4.16 所示。 

 

圖 4.10  Google earth 南興段 7 站位置(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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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水利署台東海岸（尚武段）監測調查計畫的等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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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南興段 7 站所取的向岸方向近岸地形切線 

 

圖 4.13 南興段 7 站向岸方向的近岸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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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南興段 440K+000 站的海域地形 

 

圖 4.15 南興段 440K+000 站橫斷面圖(取紅色虛線提供模式內插陸

域地形) 

 



 4-16

 

圖 4.16 南興段 440K+000 站提供模式內插使用的地形。 

4.3 模式設定 

 模式區域水平 X 向和垂直 Y 向的範圍因每個站的地形差異而有

所不同。網格解析度在 X 方向為 1m，而 Y 方向解析度除了入射波高

為 5m 和 6m 時，解析度各為 0.3m、0.4m 之外，其他情況皆為 0.5m。

模式的時間解析為調整式的時間步長，隨流速變化而不同。邊界條件的

設定在頂部、海底以及右邊界(陸側)為牆，而左邊界(海側)使用連續的

正弦波入射。模擬時間從第 1 個入射波進入模式區域開始，直到有 16

個入射波抵達道路平台旁的擋土牆之後結束。 

圖 4.17 為氣象局發布的 2016 年尼伯特、莫蘭蒂、馬勒卡以及梅姬

颱風歷史路徑，並從水利署位於臺東外海浮標(東經 121.14 度、北緯

22.722 度) 的逐時觀測資料中取出這 4 個颱風警報期間的示性波高和

尖峰週期值如圖 4.18，台東浮標離南興和多良段的位置最近，所以沒

有選擇較遠的花蓮港波浪統計資料作為上下限值的制定參考，由於接

近百分之九十的示性波高都小於 6 公尺，再考慮異常波浪的定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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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兩倍示性波高以上。故在此將多良段模擬的入射波高上限訂在 12 公

尺。而當入射波高達 9 公尺時，足以讓地勢較低的南興段在大部分的

海況下發生平台溢淹，故以 9 公尺為上限。入射波高的下限值則是考

慮當大部分的情況下不會發生平台溢淹為主。所以本文選擇 8、9、10、

11 和 12m 等 5 種波高作為多良段的入射波高，而南興段則使用選擇 5、

6、7、8 和 9m 等 5 種入射波高。波浪的入射週期皆使用 10 到 16 秒等

7 種週期，再搭配在-1.5 到 2m 範圍且間隔 0.5m 的初始水位作為潮位，

對多良段 12 個站和南興段 7 個站進行浪襲道路的模擬，使用的情境條

件如圖 4.19 和圖 4.20。所有模擬的初始條件為流速 0 且無擾動單一水

位的水平面。 

  

  

圖 4.17 2016 年尼伯特(左上)、莫蘭蒂(右上)、馬勒卡(左下)以及梅姬

(右下)的移動路徑(中央氣象局颱風資料庫：

http://rdc28.cwb.gov.tw/TDB/ntdb/pageControl/ty_warning?lis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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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2016 年尼伯特、莫蘭蒂、馬勒卡和梅姬颱風警報期間水利

署台東外海浮標每小時的示性波高(Hs)對尖峰週期(Tp) 

 

圖 4.19 多良段模式所使用的情境模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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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南興段模式所使用的情境模擬條件 

 

4.4 模擬流程 

每個站的模擬流程先考慮情境條件最嚴重的情況。即先以最大的入

射波高、週期和初始水位進行模擬。如果在此條件下發生道路平台溢淹，

則以調降左邊界的入射波高、週期或初始水位後重啟新的模擬。重複同

樣的方式降低情境條件直到平台不發生溢淹或達到情境條件的下限值

為止，參照圖 4.21 的流程。最後分析所有模擬情境的模擬期間 VOF 空

間分布最大值來探討發生道路溢淹的海況條件。 

 

圖 4.21 各站的模擬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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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良段以 419K+820 站為例，首先模擬左邊界入射波高 12m，週期

16 秒且初始水位 2m 的情境。其模擬時間第 50、100、200、300 和 400

秒的 VOF 空間分布如圖 4.22。模擬期間曾出現數次海浪造成平台的溢

淹，如圖 4.23 在第 195 到 199 秒發生的越波事件。由於本次事件越波

的浪花體積較小，所以模式將過小的 VOF 視為 0，使浪花在到達平台

的地面前消失，故溢淹現象並不明顯。而在第 360 秒到 364 秒期間的

越波事件如圖 4.24 可知平台的 x=40 到 45m 處出現溢淹(第 364 秒)。當

模擬結束之後，輸出模擬期間 VOF 空間分布最大值來判斷溢淹與否，

如圖 4.25。由該圖可知平台區域 X 座標 37 到 63 m 皆有溢淹的狀況，

從橫斷面圖(圖 4.26)可知 37 到 45m 之間為非道路區域，45 到 63m 為

寬 18m 的道路區域。 

只要平台區域發生溢淹，不管是否為道路，皆將低海況條件進行新

的模擬。因此後續進行的三個模擬分別降低週期 1 秒、波高 1m 以及初

始水位 0.5m，其新的模擬條件如下： 

1. 波高 12m，週期 15 秒，初始水位 2m 

2. 波高 11m，週期 16 秒，初始水位 2m 

3. 波高 12m，週期 16 秒，初始水位 1.5m 

以此類推，持續模擬直到平台不發生溢淹或已達情境條件(圖 4.19)的

下限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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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419K+820 站模擬左邊界波高 12m、週期 16 秒的連續正弦波入

射且初始水位為 2m 的 VOF 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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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419K+820 站於模擬期間第 195 到 199 秒發生越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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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419K+820 站於模擬期間第 360 到 364 秒發生的越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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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419K+820 站的模擬期間 VOF 空間分布最大值。(情境條件

為波高 12m、週期 16 秒連續入射正弦波且初始水位為 2m ) 

 

圖4.26 419K+820站橫斷面圖(取紅色虛線提供模式的地形內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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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興段同樣先模擬最嚴重的條件，即初始水位 2m 的情況下，左邊

界使用波高 9m、週期 16 秒的連續正弦波入射。以 440K+000 站為例，

其模擬時間第 100、200、300、400 和 500 秒的 VOF 空間分布如圖 27。

模擬期間發生數次海浪造成平台溢淹的情況，如圖 4.28 在第 339 到 343

秒發生的越波事件，讓原本已經溢淹的平台區域(X=28 到 46)情況加劇。

最後由模擬結束所輸出模擬期間 VOF 空間分布來判斷溢淹情形，由圖

4.29 可知整個平台區域皆有溢淹的狀況(X 座標 28 到 47 m)。 

同樣因平台區域發生溢淹，所以降低海況條件進行新的模擬。後續

所進行的三個模擬分別降低週期 1 秒、波高 1m 以及初始水位 0.5m，

其新的模擬條件如下： 

1. 波高 9m，週期 15 秒，初始水位 2m 

2. 波高 8m，週期 16 秒，初始水位 2m 

3. 波高 9m，週期 16 秒，初始水位 1.5m 

以此類推，持續模擬直到平台不發生溢淹或已達情境條件(圖 4.20)的

下限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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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440K+000 站模擬左邊界波高 9m、週期 16 秒的連續正弦波入

射且初始水位為 2m 的 VOF 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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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440K+000 站於模擬期間第 339 到 343 秒發生的越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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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440K+000 站的模擬期間 VOF 空間分布最大值。(情境條件

為波高 9m、週期 16 秒連續入射正弦波且初始水位為 2m ) 

 

4.5 模擬結果 

多良段因為有 12 個站不同的邊界入射波高、波浪週期以及初始水

位條件，所以共進行 640 個浪襲道路平台的情境模擬。本文在後續的

應用上，皆將情境的初始水位條件直接視為情境潮位條件。所有情境的

平台溢淹距離如表 4.1 到 4.3，且溢淹距離的起點定義為靠海側的平台

邊緣。結果顯示大部分的情境條件中，當入射波高越高，入射週期越大

且初始水位值越高則越容易產生溢淹。就地形條件而言，大致上平台的

高程越低越容易產生溢淹，但也有例外。例如 419K+620 站與 419K+660

站的平台高程各為 14.85m、13.41m，當潮位 2m、入射波高 10m 且週

期為 15 秒的條件下，高程較高的 419K+620 站反而溢淹距離較長，其

原因可能在原本的地形上，419K+620 站道路平台的離岸距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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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K+660 短約 20m 的關係。 

為瞭解 418K+660 到 419K+140 以及 419K+580 到 419K+820 兩個

區間的道路溢淹情形，在此僅取模式的道路位置，即 X 座標在離右邊

界的路寬 18m 範圍內的平台溢淹情形如表 4.4 到 4.6，其溢淹距離的起

點為靠海側的道路邊緣。640 個情境中有 141 個情境發生道路溢淹，其

中溢淹範圍達整個路寬的情境約佔 76%(107 個)，主要是海浪溯上後的

水體持續往道路內側流動所致。另外由波浪在接近平台區域所造成的

最大溯上水位如表 4.7 到 4.9，由表可知在整體上最大溯上水位與入射

波高、週期和潮位沒有明確的相關性，同波高不同週期的最大溯上水位

不一定因為週期長就會有較大的最大溯上水位。 

圖 4.30 為 141 個道路溢淹的情境在 12 個站的分布。由分布可知道

路溢淹的情境在 2 個以下的站包括 418K+660、419K+100、419K+140、

419K+580、419K+600 等 5 個站，亦即相對於其他 7 個站，這 5 個站較

不易受浪襲影響，而這些站的平台高程也是相對高於其他 7 個站。溢

淹情境最多的站在 419K+820，共有 59 個情境。其次為 418K+860，共

有 24 個情境。溢淹情境較多的原因可能為 419K+820 與 418K+860 兩

站的平台高程居 12 個站之中最低(約 12.3m 與 1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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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多良段 12 站的發生道路溢淹的情境數量(長條圖上方標示的數

字為各站的平台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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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多良段入射波高 8、9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平台溢淹距離(起點

為海側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6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8m 波高 9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8K+700 
1.5m    0 0  0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418K+860 
1.5m  0 0 0 1 0 0 0 0 0 0 

2m 0 0 0 0 0 1 2 0 0 0 4 4 19 19 

419K+060 2m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2 0 

419K+100 2m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419K+14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58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60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620 
1.5m    1   1 

2m 0 0 0 0 3 3 9 0 0 1 3 1 10 4 

419K+660 
1.5m   0 0 1 0 0 0 1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419K+720 
1.5m 0 0 0 0 1 0 0 0 0 1 1 2 

2m 0 0 0 0 0 20 20 0 0 1 1 1 20 20 

419K+820 

0.5m    0 0 0 1 0 0 

1m   0 2 1 1 0 1 1 8 

1.5m 0 2 26 26 26 26 0 0 26 26 26 26 

2m 0 0 8 26 26 26 26 0 1 9 26 26 26 2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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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多良段入射波高 10、11 公尺情境模擬的平台溢淹距離(起點為

海側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6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0m 波高 11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1.5m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418K+700 
1.5m   1 0 0    0 0 0 0 

2m 0 0 0 0 1 2 0 0 0 0 1 19 0 0 

418K+860 

0.5m           1 

1m           4 

1.5m  0 0 1 0 0   0 1 0 0 19

2m 0 0 0 4 19 19 19 0 0 0 4 19 0 19

419K+060 
1.5m   0 0 0     0 0 1 

2m 0 0 0 1 1 0 0 0 0 0 1 1 0 0 

419K+10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19K+14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580 2m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419K+60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620 
1.5m    8 2 0 0 1 3 3 2 3 

2m 0 0 0 3 8 26 8 0 0 1 1 26 26 2 

419K+660 
1.5m   0 1 0 0   0 0 0 0 0 

2m 0 0 0 0 1 2 1 0 1 0 0 18 0 0 

419K+720 

1m   0 0 0     0 0 0 

1.5m 0 0 0 20 1 1  0 1 1 20 0 20

2m 0 0 0 0 20 20 20 0 0 0 1 20 20 20

419K+820 

0.5m   0 1 0 2    0 1 0 1 

1m  0 8 26 26 26   0 8 26 26 26

1.5m 0 1 26 26 26 26  0 26 26 26 26 26

2m 0 0 26 26 26 26 26 1 0 26 26 26 26 2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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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多良段入射波高 12 公尺情境模擬的平台溢淹距離(起點為海側

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6m)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省道里程平

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2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18K+660 2m 0 0 0 1 0 0 0 

418K+700 
1.5m      0 0 1 

2m 0 0 0 1 19 19 19 

418K+860 

0m         0 

0.5m       1 19 

1m       2 19 

1.5m    0 0 0 3 19 

2m 0 0 19 19 19 4 19 

419K+060 

0.5m       1 0 

1m       2 19 

1.5m      0 1 19 

2m 0 0 1 1 3 1 19 

419K+100 

0.5m         0 

1m         1 

1.5m         19 

2m 0 0 0 1 0 0 19 

419K+140 2m 0 0 0 0 0 0 0 

419K+580 2m 0 0 0 0 1 0 0 

419K+600 
1.5m      0     

2m 0 0 0 0 2 0 0 

419K+620 
1.5m 0 0 2 8 3 1 8 

2m 3 0 1 23 26 26 8 

419K+660 

1m     0      

1.5m    0 2 0 0 0 

2m 0 0 0 16 18 0 1 

419K+720 

1m     0 0 1 1 

1.5m   0 1 2 20 20 20 

2m 0 0 0 1 20 20 20 

419K+820 

-1m         0 

-0.5m         9 

0m       1 26 

0.5m     0 0 8 26 

1m    1 26 26 26 26 

1.5m   0 26 26 26 26 26 

2m 0 1 26 26 26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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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多良段入射波高 8、9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海

側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6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8m 波高 9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8K+700 
1.5m   0 0  0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8K+860 
1.5m  0 0 0 0 0 0 0 0 0 0 

2m 0 0 0 0 0 0 1 0 0 0 3 3 18 18

419K+06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419K+10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14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58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60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620 
1.5m   0   0 

2m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2 0 

419K+660 
1.5m   0 0 1 0 0 0 1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419K+720 
1.5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m 0 0 0 0 0 18 18 0 0 0 0 0 18 18

419K+820 

0.5m   0 0 0 0 0 0 

1m   0 0 0 0 0 0 0 0 

1.5m 0 0 18 18 18 18 0 0 18 18 18 18

2m 0 0 0 18 18 18 18 0 0 1 18 18 18 1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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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多良段入射波高 10、11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

海側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6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0m 波高 11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16.2m 

1.5m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18K+700 

14.2m 

1.5m   0 0 0 0 0 0 0 

2m 0 0 0 0 0 1 0 0 0 0 0 18 0 0 

418K+860 

12.6m 

0.5m     0 

1m     3 

1.5m  0 0 0 0 0 0 0 0 0 18

2m 0 0 0 3 18 18 18 0 0 0 3 18 0 18

419K+060 

12.9m 

1.5m   0 0 0 0 0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100 

14.3m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140 

16.1m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580 2m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419K+60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K+620 

14.9m 

1.5m   0 0 0 0 0 0 0 0 0 

2m 0 0 0 0 0 18 0 0 0 0 0 18 18 0 

419K+660 

13.4m 

1.5m   0 1 0 0 0 0 0 0 0 

2m 0 0 0 0 1 2 1 0 1 0 0 18 0 0 

419K+720 

12.9m 

1m   0 0 0 0 0 0 

1.5m 0 0 0 18 0 0 0 0 0 18 0 18

2m 0 0 0 0 18 18 18 0 0 0 0 18 18 18

419K+820 

12.3m 

0.5m   0 0 0 0 0 0 0 0 

1m  0 0 18 18 18 0 0 18 18 18

1.5m 0 0 18 18 18 18 0 18 18 18 18 18

2m 0 0 18 18 18 18 18 0 0 18 18 18 18 1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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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多良段入射波高 12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海側

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6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2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18K+660 

16.2m 
2m 0 0 0 0 0 0 0 

418K+700 

14.2m 

1.5m      0 0 0 

2m 0 0 0 0 18 18 18 

418K+860 

12.6m 

0m        0 

0.5m       0 18 

1m       1 18 

1.5m    0 0 0 2 18 

2m 0 0 18 18 18 3 18 

419K+060 

12.9m 

0.5m       0 0 

1m       1 18 

1.5m      0 0 18 

2m 0 0 0 0 2 0 18 

419K+100 

14.3m 

0.5m        0 

1m        0 

1.5m        18 

2m 0 0 0 0 0 0 18 

1.5m   0 18 18 18 18 18 

2m 0 0 18 18 18 18 1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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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續) 多良段入射波高 12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海

側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6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2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2m 0 0 0 0 0 0 18 

419K+140 

16.1m 
2m 0 0 0 0 0 0 0 

419K+580 

16.6m 
2m 0 0 0 0 1 0 0 

419K+600 

15.8m 

1.5m      0   

2m 0 0 0 0 2 0 0 

419K+620 

14.9m 

1.5m 0 0 0 0 0 0 0 

2m 0 0 0 15 18 18 0 

419K+660 

13.4m  

1m     0    

1.5m    0 2 0 0 0 

2m 0 0 0 16 18 0 1 

419K+720 

12.9m  

1m     0 0 0 0 

1.5m   0 0 0 18 18 18 

2m 0 0 0 0 18 18 18 

419K+820 

12.3m  

-1m        0 

-0.5m        1 

0m       0 18 

0.5m     0 0 0 18 

1m    0 18 18 18 18 

1.5m   0 18 18 18 18 18 

2m 0 0 18 18 18 18 1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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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多良段入射波高 8、9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8m 波高 9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16.2m 
2m 8.2 8.7 10.1 11.0 12.2 13.5 15.1 8.6 8.9 9.1 10.9 12.3 15.3 11.1 

418K+700 

14.2m 

1.5m      14.3 11.3     10.4 12.7 

2m 8.8 9.9 11.9 12.6 12.7 13.3 14.3 9.2 9.5 10.5 11.9 13.3 14.3 14.0 

418K+860 

12.6m 

1.5m   11.0 10.0 10.4 12.3 10.0  10.4 11.3 12.0 11.8 11.3 

2m 8.0 9.3 10.3 11.3 11.0 12.3 12.4 9.0 9.5 10.9 12.5 12.5 13.1 12.9 

419K+060 

12.9m 
2m 8.7 8.7 9.9 10.1 10.8 11.6 13.1 8.4 11.0 10.6 10.2 13.2 13.0 10.7 

419K+100 

14.3m 
2m 9.3 8.9 9.8 11.2 11.1 12.0 14.2 9.1 10.2 12.8 11.8 12.4 14.2 12.0 

419K+140 

16.1m 
2m 9.0 8.6 9.6 9.9 9.7 11.6 13.5 8.5 9.1 11.1 11.6 12.8 14.6 10.6 

419K+580 

16.6m 
2m 0.0 0.0 0.0 0.0 12.3 12.8 16.7 0.0 0.0 0.0 11.8 12.2 14.6 13.9 

419K+600 

15.8m 
2m 0.0 0.0 0.0 0.0 0.0 12.4 15.1 0.0 0.0 11.4 12.3 11.5 15.1 12.8 

419K+620 

14.9m 

1.5m       11.8      11.8 

2m 9.3 10.2 11.1 11.6 11.8 11.8 12.4 9.8 11.1 12.0 11.8 11.8 12.6 11.8 

419K+660 

13.4m 

1.5m    8.7 10.0 13.3 9.4   9.3 12.7 13.3 9.5 

2m 8.5 9.0 11.3 11.1 12.4 12.7 12.7 9.1 10.0 10.7 10.4 13.1 13.3 13.3 

419K+720 

12.9m 

1.5m  9.4 11.1 12.4 12.3 13.1 12.5 9.4 10.3 11.2 13.3 12.9 12.9 

2m 8.8 10.3 11.4 11.9 11.9 13.5 13.5 9.3 11.0 12.8 12.9 13.2 13.8 13.4 

419K+820 

12.3m 

0.5m     10.4 10.3 10.9    12.1 10.4 10.0 

1m    11.8 12.1 12.4 12.1   11.9 12.1 12.1 12.4 

1.5m  11.4 12.1 12.9 12.4 13.1 12.7 11.4 10.9 12.4 12.6 12.6 12.6 

2m 10.4 11.7 12.4 12.6 12.6 12.8 14.0 9.9 12.1 12.6 13.0 12.8 14.4 12.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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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多良段入射波高 10、11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

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0m 波高 11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16.2m 

1.5m   9.1   

2m 8.0 9.4 10.8 13.8 15.2 11.6 10.9 8.4 10.6 12.1 14.4 16.4 10.8 11.6 

418K+700 

14.2m 

1.5m   14.3 9.9 11.4 11.7 11.3 10.9 12.4 

2m 10.1 10.8 11.0 12.7 14.4 14.4 11.4 9.0 11.4 12.2 14.4 14.8 12.3 12.7 

418K+860 

12.6m 

0.5m     12.3 

1m     12.6 

1.5m  10.1 12.2 12.3 11.5 11.0 10.8 12.3 9.4 11.8 12.8 

2m 8.5 11.4 10.0 12.4 13.0 12.8 12.8 9.5 10.1 11.3 12.4 13.1 11.2 12.8 

419K+060 

12.9m 

1.5m   10.3 10.1 11.3 10.7 11.4 12.7 

2m 9.0 9.2 10.4 12.7 12.7 11.3 10.9 9.4 10.5 11.4 13.2 12.8 11.8 11.4 

419K+100 

14.3m 
2m 10.2 10.7 10.2 13.7 12.9 12.1 12.4 9.8 9.7 11.1 12.6 14.2 13.1 13.8 

419K+140 

16.1m 
2m 8.8 8.3 10.1 12.4 14.2 11.1 10.6 9.2 9.0 11.0 14.6 14.7 10.7 12.7 

419K+580 

16.6m 
2m 0.0 0.0 0.0 13.4 14.2 16.7 0.0 0.0 0.0 0.0 11.9 15.2 14.2 11.7 

419K+600 

15.8m 
2m 0.0 0.0 0.0 12.3 13.5 15.7 15.2 0.0 0.0 0.0 11.7 15.2 13.1 12.0 

419K+620 

14.9m  

1.5m   12.5 12.0 8.5 9.6 11.8 11.8 11.8 12.0 11.8 

2m 9.8 9.7 10.9 11.8 12.6 12.4 12.5 11.3 10.3 11.9 12.3 12.8 12.5 12.0 

419K+660 

13.4m 

1.5m   12.0 13.3 9.7 12.7 10.7 12.7 10.5 11.2 12.7 

2m 9.9 9.2 10.8 13.2 13.3 13.3 13.3 9.3 13.3 12.3 12.8 14.0 11.1 12.2 

419K+720 

12.9m 

1m   12.4 11.4 11.7 10.4 12.4 12.2 

1.5m 9.7 11.1 11.3 13.5 13.3 12.9 10.5 12.7 12.9 13.4 12.0 13.3 

2m 9.4 9.7 10.8 12.2 13.3 13.6 13.5 9.4 10.2 11.0 13.0 13.5 13.4 13.3 

419K+820 

12.3m 

0.5m   10.4 12.1 10.9 12.1 9.8 12.1 10.4 12.1 

1m  11.2 12.4 12.6 12.8 12.6 11.4 12.3 12.6 12.6 12.7 

1.5m 10.9 12.1 12.8 12.6 12.5 12.6 11.4 12.6 12.6 12.5 12.6 12.6 

2m 10.3 11.5 12.5 12.6 12.6 12.8 12.6 12.1 11.4 12.6 12.6 15.6 12.6 12.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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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多良段入射波高 12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2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18K+660 

16.2m 
2m 8.5  11.2 13.1 16.4 11.3 11.7 13.1  

418K+700 

14.2m 

1.5m      11.2 12.6 14.4  

2m 10.6  11.9 12.9 14.3 14.8 14.8 14.8  

418K+860 

12.6m 

0m        11.3  

0.5m       12.3 13.1  

1m       12.4 13.3  

1.5m    11.9 11.0 11.9 12.4 13.1  

2m 9.5  10.5 12.7 12.8 13.0 12.5 12.8  

419K+060 

12.9m 

0.5m       13.0 11.8  

1m       13.0 13.3  

1.5m      12.1 12.9 13.5  

2m 11.7  10.6 12.8 13.2 13.0 13.0 13.5  

419K+100 

14.3m 

0.5m        12.5  

1m        14.4  

1.5m        14.9  

2m 10.2  10.1 12.6 14.2 11.7 14.0 14.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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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續) 多良段入射波高 12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

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2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19K+140 

16.1m 
2m 9.5  10.5 13.1 14.6 11.3 13.1 14.8  

419K+580 

16.6m 
2m 0.0  0.0 11.7 13.9 16.7 12.6 13.9  

419K+600 

15.8m 

1.5m      12.1   

2m 0.0  0.0 11.2 13.7 15.8 15.7 14.0  

419K+620 

14.9m 

1.5m 9.7  11.6 12.0 12.6 11.8 12.1 12.8  

2m 11.8  10.8 12.4 12.6 12.7 12.0 12.6  

419K+660 

13.4m 

1m     9.7    

1.5m    11.7 13.4 11.2 13.1 12.9  

2m 10.9  10.1 10.8 13.8 14.3 12.3 13.3  

419K+720 

12.9m 

1m     12.5 10.4 12.8 13.3  

1.5m   10.8 13.2 13.0 13.5 13.5 13.4  

2m 9.4  11.5 11.9 13.3 15.2 13.5 13.5  

419K+820 

12.3m 

-1m        10.9  

-0.5m        12.6  

0m       12.1 13.0  

0.5m     11.4 10.3 12.3 12.6  

1m    12.1 12.5 12.6 12.5 12.7  

1.5m   10.4 12.5 14.1 12.4 12.5 12.6  

2m 10.4  12.1 13.4 12.9 12.8 12.6 12.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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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興段有因應 7 個站的不同入射波高、波浪週期以及初始水位條

件，所以共進行 781 個浪襲道路平台的情境模擬。在此同樣將初始水

位條件視為潮位條件。全部情境的平台溢淹距離如表 4.10 到 4.12。大

致趨勢與多良段相同，當入射波高越高，入射週期越大且初始水位值越

高則越容易產生溢淹。 

為瞭解 439K+700 到 441K+240 區間的道路溢淹情形，在此僅取模

式的道路位置，即 X 座標在離右邊界的路寬 16m 範圍內的平台溢淹情

形如表 4.13 到 4.15，其溢淹距離的起點為靠海側的道路邊緣。781 個

情境中有 534 個情境發生道路溢淹，其中溢淹範圍達整個路寬的情境

約佔 85%(453 個)。另外由波浪在接近平台區域所造成的最大溯上水位

如表 4.16 到 4.18。與多良段相同，整體上最大溯上水位與入射波高、

週期和潮位皆無明確的相關性。 

圖 4.31 為 534 個道路溢淹的情境在 7 個站的分布圖。大致上件數

由 439K+700 站往 441K+240 站方向減少，可能與各站的平台高程有直

接關係。441K+240 站除了平台高程最高之外，其原本地形的平台離岸

距離為四十幾公尺，而其他 6 站為二十幾公尺。高程高與離岸距離遠

使 441K+240 站有僅 20 個情境發生溢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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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南興段 7站的發生道路溢淹的情境數量(長條圖上方標示為各站

的平台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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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南興段入射波高 5、6 公尺情境模擬的平台溢淹距離(起點為海

側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5m 波高 6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9.4m 

0m   0  0 1

0.5m   3 0 1 2 3

1m  0 1 1 1 14 1 17 17 17 17

1.5m  13 12 12 14 14 0 1 17 17 17 17 17

2m 0 1 11 12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440K+000 

9.8m 

0.5m   0 1 0

1m   0 2 0 1 20 20 20

1.5m   1 1 11 20 0 20 20 20 20 20

2m 0 0 2 20 20 20 20 0 20 20 20 20 20 20

440K+260 

9.5m 

0m   1 0 1

0.5m   0 2 17 1

1m   1 1 0 3 1 0 17 17 17

1.5m  1 2 17 17 17 0 1 2 17 17 17 17

2m 0 1 17 17 17 17 17 3 17 17 17 17 17 17

440K+500 

10.2m 

0m   0 0  

0.5m   0 3 4 0

1m   0 18 1 0 18 5 18

1.5m   18 18 1 4 6 18 18 18

2m 0 0 1 1 1 18 18 0 6 18 18 18 18 18

440K+740 

10.7m 

1m   1   1

1.5m   0 4 0 1 1 1 18

2m 0 1 1 1 0 17 17 0 0 18 18 18 18 18

441K+000 

10.9m 

0.5m   0    

1m   7  1 0

1.5m   0 1 8  3 17

2m 0 0 0 0 12 14 17 0 0 1 1 1 17 17

441K+240 

10.9m 

1.5m     0

2m 0 0 0 0 0 1 1 0 0 0 1 1 1 1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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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平台溢淹距離(起點為海側

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9.4m 

-1m     1 

-0.5m   0 1  1 17

0m   0 1 17 17 0 1 1 0 17 17

0.5m  1 17 17 17 17 0 1 17 17 17 17 17

1m 0 1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5m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2m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440K+000 

9.8m 

0m   0 0 0 0 1 0 1 

0.5m  0 0 1 20 20 20 20 20 20 20

1m 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5m 2 20 20 20 20 20 1 1 20 20 20 20 20

2m 1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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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續)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平台溢淹距離(起點

為海側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40K+260 

9.5m 

-1m   0  0 0 

-0.5m   2 0 1 14

0m  0 0 1 1 7 0 0 1 4 12 17

0.5m  6 6 6 17 12 0 5 6 12 17 17 17

1m 0 0 8 7 15 17 12 6 6 6 17 17 17 17

1.5m 6 6 17 17 17 17 17 6 12 17 17 17 17 17

2m 7 17 17 17 17 17 17 15 17 17 17 17 17 17

440K+500 

10.2m 

-0.5m     1 

0m   0 1 13

0.5m   0 1 1 6 8 18

1m 0 1 1 18 18 18 2 1 1 18 18 18

1.5m 7 12 18 18 18 18 1 12 18 18 18 18 18

2m 1 6 18 18 18 18 18 12 18 18 18 18 18 18

440K+740 

10.7m 

0.5m     1 

1m   2 0 1 0 1 0 1 1 18

1.5m   18 18 18 18 0 18 18 18 18 18

2m 0 1 1 18 18 18 18 0 18 18 18 18 18 18

441K+000 

10.9m 

-0.5m     0 

0m     17

0.5m   2 0 0 1 1 0 17

1m  2 0 17 17 17 0 1 17 17 17 17

1.5m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2m 0 0 17 17 17 17 17 0 17 17 17 17 17 17

441K+240 

11.2m 

1m   0 1 1 1 1 

1.5m   18 2 1 2 18 18

2m 1 1 1 1 1 18 18 0 1 1 18 18 18 1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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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平台溢淹距離(起點為海側

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39K+700 

9.4m 

-1.5m        1 

-1m       1 17 

-0.5m     1 1 17 17 

0m    1 17 17 17 17 

0.5m 0 0 17 17 17 17 17 

1m 17 17 17 17 17 17 17 

1.5m 17 17 17 17 17 17 17 

2m 17 17 17 17 17 17 17 

440K+000 

9.8m 

-1m        1 

-0.5m        20 

0m    0 1 1 1 20 

0.5m    20 20 20 20 20 

1m 0 2 20 20 20 20 20 

1.5m 20 20 20 20 20 20 20 

2m 20 20 20 20 20 20 20

440K+260 

9.5m 

-1m      0 1 1 

-0.5m     1 8 6 17 

0m   2 1 12 17 17 17 

0.5m 0 6 2 16 17 17 17 

1m 17 17 17 17 17 17 17 

1.5m 17 17 17 17 17 17 17 

2m 17 17 17 17 17 17 17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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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續)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平台溢淹距離(起點為海

側的平台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40K+500 

10.2m 

-0.5m        1 

0m    1 1 2 2 18 

0.5m   1 7 7 18 18 18 

1m 1 7 7 18 18 18 18 

1.5m 3 15 18 18 18 18 18 

2m 7 9 18 18 18 18 18 

440K+740 

10.7m 

-0.5m        1 

0m        18 

0.5m    1 1 1 2 18 

1m    18 18 18 18 18 

1.5m   0 18 18 18 18 18 

2m 1 18 18 18 18 18 18 

441K+000 

10.9m 

-0.5m       1 1 

0m      0 17 17 

0.5m     0 17 17 17 

1m    1 17 17 17 17 

1.5m 0 0 17 17 17 17 17 

2m 17 17 17 17 17 17 17 

441K+240 

11.2m 

0m        1 

0.5m      0 1 18 

1m      18 18 18 

1.5m      18 18 18 

2m 1 1 1 1 18 18 18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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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南興段入射波高 5、6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海

側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5m 波高 6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9.4m 

0m   0  0 0 

0.5m   2 0 0 1 2 

1m  0 0 0 0 13 0 16 16 16 16 

1.5m  12 11 11 13 13 0 0 16 16 16 16 16 

2m 0 0 10 11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440K+000 

9.8m 

0.5m   0 0 0 

1m   0 0 0 0 16 16 16 

1.5m   0 0 7 16 0 16 16 16 16 16 

2m 0 0 0 16 16 16 16 0 16 16 16 16 16 16 

440K+260 

9.5m 

0m   0 0 0 

0.5m   0 1 16 0 

1m   0 0 0 2 0 0 16 16 16 

1.5m  0 1 16 16 16 0 0 1 16 16 16 16 

2m 0 0 16 16 16 16 16 2 16 16 16 16 16 16 

440K+500 

10.2m 

0m   0 0  

0.5m   0 1 2 0 

1m   0 16 0 0 16 3 16 

1.5m   16 16 0 2 4 16 16 16 

2m 0 0 0 0 0 16 16 0 4 16 16 16 16 16 

440K+740 

10.7m 

1m   0   0 

1.5m   0 2 0 0 0 0 16 

2m 0 0 0 0 0 15 15 0 0 16 16 16 16 16 

441K+000 

10.9m 

0.5m   0    

1m   6  0 0 

1.5m   0 0 7  2 16 

2m 0 0 0 0 11 13 16 0 0 0 0 0 16 16 

441K+240 

11.2m 

1.5m     0 

2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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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海

側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9.4m 

-1m     0 

-0.5m   0 0  0 16

0m   0 0 16 16 0 0 0 0 16 16

0.5m  0 16 16 16 16 0 0 16 16 16 16 16

1m 0 0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5m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2m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440K+000 

9.8m 

0m   0 0 0 0 0 0 0 

0.5m  0 0 0 16 16 16 16 16 16 16

1m 0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5m 0 16 16 16 16 16 0 0 16 16 16 16 16

2m 0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440K+260 

9.5m 

-1m   0  0 0 

-0.5m   1 0 0 13

0m  0 0 0 0 6 0 0 0 3 11 16

0.5m  5 5 5 16 11 0 4 5 11 16 16 16

1m 0 0 7 6 14 16 11 5 5 5 16 16 16 16

1.5m 5 5 16 16 16 16 16 5 11 16 16 16 16 16

2m 6 16 16 16 16 16 16 14 16 16 16 16 16 16

440K+500 

10.2m 

-0.5m     0 

0m   0 0 11

0.5m   0 0 0 4 6 16

1m 0 0 0 16 16 16 0 0 0 16 16 16

1.5m 5 10 16 16 16 16 0 10 16 16 16 16 16

2m 0 4 16 16 16 16 16 10 16 16 16 16 16 1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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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續)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

為海側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40K+740 

10.7m 

0.5m     0 

1m   0 0 0 0 0 0 0 0 16

1.5m   16 16 16 16 0 16 16 16 16 16

2m 0 0 0 16 16 16 16 0 16 16 16 16 16 16

441K+000 

10.9m 

-0.5m     0 

0m     16

0.5m   1 0 0 0 0 0 16

1m  1 0 16 16 16 0 0 16 16 16 16

1.5m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2m 0 0 16 16 16 16 16 0 16 16 16 16 16 16

441K+240 

11.2m 

1m   0 0 0 0 0 

1.5m   16 0 0 0 16 16

2m 0 0 0 0 0 16 16 0 0 0 16 16 16 1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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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海側

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39K+700 

9.4m 

-1.5m        0 

-1m       0 16 

-0.5m     0 0 16 16 

0m    0 16 16 16 16 

0.5m 0 0 16 16 16 16 16 

1m 16 16 16 16 16 16 16 

1.5m 16 16 16 16 16 16 16 

2m 16 16 16 16 16 16 16 

440K+000 

9.8m 

-1m        0 

-0.5m        16 

0m    0 0 0 0 16 

0.5m    16 16 16 16 16 

1m 0 0 16 16 16 16 16 

1.5m 16 16 16 16 16 16 16 

2m 16 16 16 16 16 16 16

440K+260 

9.5m 

-1m      0 0 0 

-0.5m     0 7 5 16 

0m   1 0 11 16 16 16 

0.5m 0 5 1 15 16 16 16 

1m 16 16 16 16 16 16 16 

1.5m 16 16 16 16 16 16 16 

2m 16 16 16 16 16 16 1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4-53

表 4.15(續)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道路溢淹距離(起點為海

側的道路邊緣，道路平台寬 20m)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40K+500 

10.2m 

-0.5m        0 

0m    0 0 0 0 16 

0.5m   0 5 5 16 16 16 

1m 0 5 5 16 16 16 16 

1.5m 1 13 16 16 16 16 16 

2m 5 7 16 16 16 16 16 

440K+740 

10.7m 

-0.5m        0 

0m        16 

0.5m    0 0 0 0 16 

1m    16 16 16 16 16 

1.5m   0 16 16 16 16 16 

2m 0 16 16 16 16 16 16 

441K+000 

10.9m 

-0.5m       0 0 

0m      0 16 16 

0.5m     0 16 16 16 

1m    0 16 16 16 16 

1.5m 0 0 16 16 16 16 16 

2m 16 16 16 16 16 16 16 

441K+240 

11.2m 

0m        0 

0.5m      0 0 16 

1m      16 16 16 

1.5m      16 16 16 

2m 0 0 0 0 16 16 16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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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南興段入射波高 5、6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

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5m 波高 6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9.4m 

0m   6.9  7.5 8.9 

0.5m   9.2 7.9 9.0 9.2 9.2 

1m  7.9 9.3 9.2 9.1 9.6 9.3 9.4 9.6 9.6 9.6 

1.5m  9.4 9.5 9.5 9.5 9.6 8.1 9.1 9.3 9.7 9.6 9.5 9.8 

2m 7.6 9.2 9.4 9.6 9.4 9.7 10.5 9.6 9.6 9.6 9.6 9.7 9.6 9.9 

440K+000 

9.8m 

0.5m   8.6 9.6 8.9 

1m   8.2 9.6 9.4 9.6 9.8 9.8 10.0 

1.5m   9.5 9.5 10.0 10.0 8.1 9.9 10.0 9.9 9.8 10.1 

2m 7.7 9.2 9.6 10.0 9.9 10.0 10.1 8.4 9.9 10.1 9.9 10.0 10.3 10.3 

440K+260 

9.5m 

0m   9.3 8.4 9.3 

0.5m   8.2 9.3 9.4 9.3 

1m   9.3 9.3 9.0 9.4 9.3 9.3 9.8 9.6 9.7 

1.5m  9.3 9.3 9.6 9.5 9.7 8.0 9.3 9.3 9.7 9.9 9.7 10.5 

2m 8.2 9.3 9.6 9.7 9.7 9.9 9.9 9.3 9.4 10.1 9.9 10.1 10.1 10.9 

440K+500 

10.2m 

0m   9.6 8.5  

0.5m   9.8 10.2 10.3 9.0 

1m   8.9 10.6 10.1 9.8 10.9 10.5 10.9 

1.5m   10.7 10.6 10.1 10.6 10.7 10.9 10.7 12.0 

2m 8.2 9.3 10.5 10.5 10.5 10.9 10.8 8.6 10.7 10.8 10.6 10.8 12.3 11.0 

440K+740 

10.7m 

1m   10.4   11.0 

1.5m   9.2 10.5 9.5 10.7 10.4 10.5 10.8 

2m 8.9 10.4 10.4 10.4 10.2 10.8 10.6 9.2 9.6 10.8 11.2 10.9 11.0 11.2 

441K+000 

10.9m 

0.5m   7.6    

1m   10.8  10.9 10.3 

1.5m   9.6 10.7 10.9  10.8 11.3 

2m 9.0 8.4 9.4 10.3 11.0 11.1 11.4 9.2 10.4 11.0 10.9 11.0 11.6 11.3 

441K+240 

11.2m 

1.5m     9.3 

2m 8.1 8.4 9.2 9.1 9.2 10.9 10.9 8.2 9.2 9.4 10.9 10.9 10.9 11.3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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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

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9.4m 

-1m                    9.1 

-0.5m         9.0 9.1        9.1 9.4 

0m       8.2 9.1 9.6 9.3  7.3 9.1 9.1 7.9 9.6 10.0 

0.5m     9.1 9.5 9.2 9.7 9.7 7.6 9.1 9.3 9.7 9.7 9.6 9.9 

1m 7.3 9.1 9.8 9.7 9.2 10.0 10.1 9.3 9.4 9.6 9.7 10.2 10.0 11.7 

1.5m 9.6 9.7 10.0 9.9 10.0 10.2 10.6 10.0 11.1 10.0 10.0 10.2 10.5 10.2 

2m 9.7 10.0 10.2 10.0 13.6 12.1 10.0 9.7 9.7 9.7 10.0 10.7 11.0 11.1 

440K+000 

9.8m 

0m         8.1 8.9   7.6 8.6 9.6 9.5 9.6 

0.5m     8.3 8.9 9.6 9.7 9.7   10.1 10.0 10.0 10.1 10.3 

1m   7.4 10.1 10.0 9.8 10.1 10.1   10.5 10.0 10.2 10.6 10.5 

1.5m   9.6 10.1 10.1 10.1 10.3 10.6 9.6 9.6 10.1 10.3 10.4 10.2 10.6 

2m 9.6 9.9 10.4 10.1 10.3 10.5 10.5 9.8 10.2 10.4 10.4 10.5 11.0 12.0 

440K+260 

9.5m 

-1m          8.4        8.0 8.1 

-0.5m          9.3      8.9 9.3 10.3 

0m     8.9 8.9 9.3 9.3 9.7  7.9 8.4 9.3 9.3 9.8 10.0 

0.5m     9.5 9.6 9.4 9.9 9.8 7.4 9.3 9.3 10.2 10.2 9.9 9.9 

1m 8.1 9.0 9.7 9.6 9.8 10.3 9.8 9.5 9.5 9.6 9.8 10.2 11.2 10.4 

1.5m 9.4 9.5 9.8 10.3 10.3 10.2 12.7 9.6 9.8 10.7 10.0 10.3 10.3 11.3 

2m 9.8 9.9 10.1 10.3 11.7 10.8 12.1 9.8 10.3 10.8 11.9 10.8 11.8 12.3 

440K+500 

10.2m 

-0.5m                    10.1 

0m                9.7 10.1 10.8 

0.5m        9.8 10.2 10.2      10.2 10.6 10.6 

1m   9.5 10.1 10.1 11.7 11.0 11.0  10.3 10.2 10.2 10.8 11.8 11.3 

1.5m   10.4 10.5 11.1 11.1 10.9 11.3 10.1 10.5 10.6 11.1 11.1 11.8 11.6 

2m 10.2 10.3 11.1 11.3 11.1 11.3 11.6 10.5 10.6 11.1 12.0 12.3 12.8 13.0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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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續)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

水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40K+740 

10.7m 

0.5m                    10.8 

1m       10.5 9.8 10.9 10.2   10.3 9.4 10.7 10.8 10.8 

1.5m       10.7 10.9 11.2 11.5  9.0 11.0 11.0 11.0 11.3 11.3 

2m 9.7 10.3 10.5 10.8 11.0 10.6 11.4 7.6 10.8 11.0 11.4 11.0 11.8 12.9 

441K+000 

10.9m 

-0.5m                    9.1 

0m                    11.3 

0.5m        10.7 10.0 10.3    10.6 10.6 9.9 11.1 

1m     10.7 10.6 10.9 11.5 11.4  10.4 10.6 11.1 10.9 11.3 11.6 

1.5m     10.8 11.4 12.1 11.1 12.1  11.0 11.5 10.7 12.5 11.8 11.8 

2m 9.7 9.7 11.6 11.5 11.5 12.2 12.1 9.5 10.8 11.3 11.8 12.7 12.6 12.3 

441K+240 

11.2m 

1m         10.4 10.8      10.7 11.0 11.3 

1.5m         11.4 11.0    10.8 11.0 11.5 11.5 

2m 10.8 10.8 11.2 11.4 11.3 11.7 12.1 9.6 11.1 11.6 11.5 11.5 11.5 11.5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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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39K+700 

9.4m 

-1.5m        9.1 

-1m       9.1 9.5 

-0.5m     9.1 9.1 9.4 9.3 

0m    9.1 9.5 9.3 9.3 10.1  

0.5m 8.3  8.7 9.6 9.6 9.6 9.9 10.2  

1m 9.4  9.9 9.9 9.7 10.0 10.9 10.1  

1.5m 10.1  9.7 10.1 9.8 10.5 10.7 13.0  

2m 9.8  10.1 10.5 10.0 10.7 11.6 13.2  

440K+000 

9.8m 

-1m        9.6 

-0.5m        9.8 

0m    8.0 9.6 9.6 9.6 10.1  

0.5m    9.9 10.1 10.2 10.2 10.3  

1m 9.4  9.6 10.1 10.0 10.1 10.4 10.5  

1.5m 10.0  10.1 10.2 10.5 10.2 11.6 11.1  

2m 10.1  10.2 10.5 10.4 11.8 11.6 11.1

440K+260 

9.5m 

-1m      9.0 9.3 9.3 

-0.5m     9.3 9.7 9.4 10.2  

0m   9.4 9.3 9.8 10.0 10.3 10.2  

0.5m 8.2  9.5 9.3 9.8 10.2 10.3 11.3  

1m 9.8  9.8 9.9 10.8 10.6 10.0 11.3  

1.5m 9.8  9.8 10.2 10.8 10.7 11.7 12.3  

2m 9.8  10.3 11.5 12.5 11.5 12.8 11.3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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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續)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接近平台的最大溯上水

位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40K+500 

10.2m 

-0.5m        10.1  

0m    10.1 10.1 10.1 10.3 11.0  

0.5m   10.2 10.3 10.3 10.8 10.5 11.8  

1m 10.1  10.5 10.4 11.1 11.1 11.6 12.8  

1.5m 10.2  10.7 10.8 11.2 11.4 12.4 13.3  

2m 10.5  10.6 11.3 11.3 12.6 11.8 13.6  

440K+740 

10.7m 

-0.5m        10.7  

0m        11.0  

0.5m    10.4 10.6 10.4 10.5 11.0  

1m    11.0 11.0 10.8 11.0 11.5  

1.5m   10.1 11.0 11.0 11.0 11.5 12.2  

2m 10.3  11.3 11.0 11.8 12.0 13.0 12.5  

441K+000 

10.9m 

-0.5m       10.6 10.6  

0m      9.8 10.8 11.2  

0.5m     10.5 11.8 10.8 11.8  

1m    10.6 11.2 11.3 11.3 11.6  

1.5m 10.1  10.3 12.3 11.3 11.6 12.6 12.6  

2m 11.1  11.3 12.2 13.6 13.4 13.6 13.1  

441K+240 

11.2m 

0m        11.0  

0.5m      8.9 11.2 11.5  

1m      11.7 11.4 11.5  

1.5m      11.5 11.5 11.5  

2m 10.7  11.3 11.0 10.8 11.6 11.5 11.5 

附註：斜線表示無模擬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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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到圖 4.35 各為 2016 年尼伯特、馬勒卡、梅姬和海馬颱風期

間公路局所提供南興段 440K+000 附近的岸邊觀測浪高，並與情境條件

近似的接近平台的溯上水位作比較。情境對應的方式根據水利署臺東

外海浮標資料的 2 倍示性波高、尖峰週期以及大武漁港的觀測潮位，

由表 4.16 到 4.18 分別對應到情境條件類似的入射波高、入射週期和潮

位，取得接近平台的溯上水位。圖 4.32 到 4.35 的溯上水位值僅限定在

可對應的情境條件範圍內且有模擬該情境的情況下。由圖可知絕大部

分的情境溯上水位都超過觀測浪高，最大超過約 3.5m。由於模擬地形

將原本水深 5m 處開始往陸地方向直到道路平台旁的擋土牆為止的區

域範圍皆調整為水深 5m，亦即移除溯上又加深近岸地形可能為情境溯

上水位皆大於觀測浪高的主因。 

 

 

圖 4.32 2016 年尼伯特颱風期間在南興段 440K+000 的岸邊觀測浪高和

接近平台的情境溯上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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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2016 年馬勒卡颱風期間在南興段 440K+000 的岸邊觀測浪高和

接近平台的情境溯上水位。 

 

 

圖 4.34 2016 年梅姬颱風期間在南興段 440K+000 的岸邊觀測浪高和接

近道路平台的情境溯上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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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2016 年海馬颱風期間在南興段 440K+000 的岸邊觀測浪高和接

近道路平台的情境溯上水位。 

 

4.6 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 

 根據多良段與南興段的情境模擬結果，本文制定浪襲海岸公路警戒

等級的燈號顏色所表示的意義，除了提供相關防災單位作為警戒發布

的參考，也便於防災人員的使用與民眾的宣導認知。燈號顏色的定義如

下： 

灰色：缺少示性波高、尖峰週期或潮位等外海觀測值 

綠色：接近平台的溯上水位低於平台高程-1m 

黃色：接近平台的溯上水位高於平台高程-1m 

橙色：部分路面出現溢淹 

紅色：整個路面出現溢淹 

以圖 4.36 為例，紅色虛線以右為道路區域，從上到下所對應的燈號依



 4-62

序為綠色、黃色、橙色和紅色。在此將灰、綠、黃、橙以及紅色各以數

字 0、1、2、3 和 4 來表示，而多良段和南興段的所有情境對應的燈號

皆列於表 4.19 到表 4.24。 

 

圖 4.36 439K+700 站的模擬期間 VOF 空間分布最大值，潮位條件皆為

2m、入射波高皆為 5m，由上至下的情境週期各為 10 秒、11 秒、12 秒

和 14 秒。(紅色虛線右側為道路區域) 

 目前港研中心已提供 SWAN(Simulating WAves Nearshore)模式和

COHERENS(COupled Hydrodynamical Ecological model for REgioNal 

Shelf seas)模式在多良段和南興段外海約 30m 水深處的示性波高、尖峰

週期和潮位預報值。預報值可對應情境的結果產生多良段 12 站與南興

段 7 站的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檔。圖 4.37 為南興段的預報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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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南興段海浪警戒預報檔。 

 

 圖 4.37 各欄位的意義如下： 

第 1 到 4 欄：年、月、日、時 

第 5 到 7 欄：依序為預報的示性波高(m)、尖峰週期(sec)和潮位(m) 

第 8 欄：由第 5 欄示性波高所對應的情境波高(m) 

第 9 欄：由第 6 欄尖峰週期所對應的情境週期(sec) 

第 10 欄：由第 7 欄潮位所對應的情境潮位(m) 

第 11 到 31 欄：第 11 到 13 欄各為里程編號 439K+700 的燈號、接近平

台的溯上水位(m)以及道路靠海側起算的溢淹距離(m)。與第 11 到 13 欄

意義相同，剩下的欄位依序分別屬於里程編號 440K+000、440K+260、

440K+500、440K+740、441K+000、441K+240。 

32 欄：7 個里程編號中出現的最大燈號值 

 其中第 8 到 10 欄對應情境條件的方式，首先將異常波浪的波高視

為示性波高的 2 倍，並對應到最接近的情境入射波高。而尖峰週期(的)

和潮位亦對應到最接近的情境週期和潮位。因為情境模擬的波高、週期

和潮位的條件範圍有限(圖 4.19 及圖 4.20)，所以當 2 倍示性波高或尖

峰週期超出情境入射波高或週期的上限時，則對應到情境入射波高或

週期上限值。同理如果低於情境下限時，則對應到下限值。 



 4-64

 以圖 4.37 的第 1 行為例。當示性波高為 2.778 公尺、 尖峰週期為

7.221 秒、潮位 0.337 公尺時，異常波浪的波高視為示性波高的 2 倍，

而 5.556 公尺所對應最接近的情境入射波高為 6 公尺(圖 4.37 第 8 欄)。

因為尖峰週期 7.221 秒低於情境週期的 10 秒下限，則對應的情境週期

為 10 秒(圖 4.37 第 9 欄)。0.337 公尺的潮位則對應最接近的情境潮位

0.5m(圖 4.37 第 10 欄)。由表 4.22 可知波高 6 公尺、週期 10 秒且潮位

0.5 公尺雖然在情境條件範圍內，但該情境未被模擬，亦即代表海況條

件較不嚴重，其造成溢淹可能性極低。故各站的燈號值皆為 1(綠色)，

而接近平台溯上高度和溢淹距離給予 0 值。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之視窗以網頁形式作為顯示，如圖

4.38 及圖 4.39 所示，分別為多良及南興，由下至上分別為潮位、波高

及各路段的顏色燈號，其中潮位有觀測值及模擬值，波高有臺東浮標的

觀測值與模擬值，顏色燈號可以選擇各里程編號作為預報輸出。其原養

護單位係已派人駐守現場觀測波浪及路況作為封路之標準判斷，因此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可以作為封路決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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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多良段 

(http://isohe.ihmt.gov.tw/station/display/Taitung-1.aspx) 

 
圖 4.39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南興段 

(http://isohe.ihmt.gov.tw/station/display/Taitung-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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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多良段入射波高 8、9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8m 波高 9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2m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18K+700 
1.5m   2 1  1 1 

2m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2 2 

418K+860 
1.5m  1 1 1 2 1 1 2 2 2 1 

2m 1 1 1 1 1 2 2 1 1 1 3 3 4 4 

419K+060 2m 1 1 1 1 1 1 2 1 1 1 1 2 2 1 

419K+100 2m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2 1 

419K+140 2m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19K+580 2m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419K+600 2m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2 1 

419K+620 
1.5m   2   2 

2m 1 1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419K+660 
1.5m   1 1 2 1 1 2 2 1 

2m 1 1 1 1 2 2 2 1 1 1 1 2 2 2 

419K+720 
1.5m 1 1 2 2 2 2 1 1 1 2 2 2 

2m 1 1 1 2 2 4 4 1 1 2 2 2 4 4 

419K+820 

0.5m   1 1 1 2 1 1 

1m   2 2 2 2 2 2 2 2 

1.5m 2 2 4 4 4 4 2 1 4 4 4 4 

2m 1 2 2 4 4 4 4 1 2 2 4 4 4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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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多良段入射波高 10、11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0m 波高 11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18K+660 
1.5m   1   

2m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418K+700 
1.5m   2 1 1 1 1 1 1 

2m 1 1 1 1 2 2 1 1 1 1 2 4 1 1 

418K+860 

0.5m     2 

1m     3 

1.5m  1 2 2 2 1 1 2 1 2 4 

2m 1 2 1 3 4 4 4 1 1 2 3 4 1 4 

419K+060 
1.5m   1 1 1 1 1 2 

2m 1 1 1 2 2 1 1 1 1 1 2 2 2 1 

419K+100 2m 1 1 1 2 1 1 1 1 1 1 1 2 1 2 

419K+140 2m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19K+580 2m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419K+600 2m 1 1 1 1 1 2 2 1 1 1 1 2 1 1 

419K+620 
1.5m   2 2 1 1 2 2 2 2 2 

2m 1 1 2 2 2 4 2 2 1 2 2 4 4 2 

419K+660 
1.5m   1 2 1 2 1 2 1 1 2 

2m 1 1 1 2 2 2 2 1 2 1 2 4 1 1 

419K+720 

1m   2 1 1 1 2 2 

1.5m 1 1 1 4 2 2 1 2 2 4 2 4 

2m 1 1 1 2 4 4 4 1 1 1 2 4 4 4 

419K+820 

0.5m   1 2 1 2 1 2 1 2 

1m  2 2 4 4 4 2 2 4 4 4 

1.5m 1 2 4 4 4 4 2 4 4 4 4 4 

2m 1 2 4 4 4 4 4 2 2 4 4 4 4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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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多良段入射波高 12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2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18K+660 2m 1 1 1 2 1 1 1 

418K+700 
1.5m      1 1 2 

2m 1 1 1 2 4 4 4 

418K+860 

0m        2 

0.5m       2 4 

1m       2 4 

1.5m    2 1 2 2 4 

2m 1 1 4 4 4 3 4 

419K+060 

0.5m       2 2 

1m       2 4 

1.5m      2 2 4 

2m 1 1 2 2 2 2 4 

419K+100 

0.5m        1 

1m        2 

1.5m        4 

2m 1 1 1 2 1 2 4 

419K+140 2m 1 1 1 1 1 1 1 

419K+580 2m 1 1 1 1 2 1 1 

419K+600 
1.5m      1   

2m 1 1 1 1 2 2 1 

419K+620 
1.5m 1 2 2 2 2 2 2 

2m 2 2 2 3 4 4 2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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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續) 多良段入射波高 12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12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19K+660 

1m     1    

1.5m    1 2 1 2 2 

2m 1 1 1 3 4 1 2 

419K+720 

1m     2 1 2 2 

1.5m   1 2 2 4 4 4 

2m 1 1 2 2 4 4 4 

419K+820 

-1m        1 

-0.5m        2 

0m       2 4 

0.5m     2 1 2 4 

1m    2 4 4 4 4 

1.5m   1 4 4 4 4 4 

2m 1 2 4 4 4 4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4-70

表 4.22 南興段入射波高 5、6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5m 波高 6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0m   1  1 2 

0.5m   2 1 2 2 2 

1m  1 2 2 2 3 2 4 4 4 4 

1.5m  3 3 3 3 3 2 2 4 4 4 4 4 

2m 1 2 3 3 4 4 4 4 4 4 4 4 4 4 

440K+000 

0.5m   1 2 2 

1m   1 2 2 2 4 4 4 

1.5m   2 2 3 4 1 4 4 4 4 4 

2m 1 2 2 4 4 4 4 1 4 4 4 4 4 4 

440K+260 

0m   2 2 2 

0.5m   1 2 4 2 

1m   2 2 2 2 2 2 4 4 4 

1.5m  2 2 4 4 4 1 2 2 4 4 4 4 

2m 1 2 4 4 4 4 4 2 4 4 4 4 4 4 

440K+500 

0m   2 1  

0.5m   2 2 2 1 

1m   1 4 2 2 4 3 4 

1.5m   4 4 2 2 3 4 4 4 

2m 1 2 2 2 2 4 4 1 3 4 4 4 4 4 

440K+740 

1m   2   2 

1.5m   1 2 2 2 2 2 4 

2m 1 2 2 2 2 3 3 1 2 4 4 4 4 4 

441K+000 

0.5m   1    

1m   3  2 2 

1.5m   1 2 3  2 4 

2m 1 1 1 2 3 3 4 1 2 2 2 2 4 4 

441K+240 
1.5m     1 

2m 1 1 1 1 1 2 2 1 1 1 2 2 2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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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39K+700 

-1m     2 

-0.5m   2 2  2 4 

0m   2 2 4 4 1 2 2 1 4 4 

0.5m  2 4 4 4 4 1 2 4 4 4 4 4 

1m 1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5m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2m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40K+000 

0m   1 2 1 2 2 2 2 

0.5m  1 2 2 4 4 4 4 4 4 4 

1m 1 4 4 4 4 4 4 4 4 4 4 

1.5m 2 4 4 4 4 4 2 2 4 4 4 4 4 

2m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40K+260 

-1m   2  1 1 

-0.5m   2 2 2 3 

0m  2 2 2 2 3 1 2 2 3 3 4 

0.5m  3 3 3 4 3 1 3 3 3 4 4 4 

1m 1 2 3 3 3 4 3 3 3 3 4 4 4 4 

1.5m 3 3 4 4 4 4 4 3 3 4 4 4 4 4 

2m 3 4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4-72

表 4.23(續) 南興段入射波高 7、8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7m 波高 8m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週

期

10

秒

週

期

11

秒

週

期

12

秒

週

期

13

秒

週

期

14

秒 

週

期

15

秒 

週

期

16

秒 

440K+500 

-0.5m     2 

0m   2 2 3 

0.5m   2 2 2 3 3 4 

1m 2 2 2 4 4 4 2 2 2 4 4 4 

1.5m 3 3 4 4 4 4 2 3 4 4 4 4 4 

2m 2 3 4 4 4 4 4 3 4 4 4 4 4 4 

440K+740 

0.5m     2 

1m   2 2 2 2 2 2 2 2 4 

1.5m   4 4 4 4 1 4 4 4 4 4 

2m 2 2 2 4 4 4 4 1 4 4 4 4 4 4 

441K+000 

-0.5m     1 

0m     4 

0.5m   2 2 2 2 2 2 4 

1m  2 2 4 4 4 2 2 4 4 4 4 

1.5m  4 4 4 4 4 4 4 4 4 4 4 

2m 2 2 4 4 4 4 4 1 4 4 4 4 4 4 

441K+240 

1m   2 2 2 2 2 

1.5m   4 2 2 2 4 4 

2m 2 2 2 2 2 4 4 1 2 2 4 4 4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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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39K+700 

-1.5m        2 

-1m       2 4 

-0.5m     2 2 4 4 

0m    2 4 4 4 4 

0.5m 2 2 4 4 4 4 4 

1m 4 4 4 4 4 4 4 

1.5m 4 4 4 4 4 4 4 

2m 4 4 4 4 4 4 4 

440K+000 

-1m        2 

-0.5m        4 

0m    1 2 2 2 4 

0.5m    4 4 4 4 4 

1m 2 2 4 4 4 4 4 

1.5m 4 4 4 4 4 4 4 

2m 4 4 4 4 4 4 4 

440K+260 

-1m      2 2 2 

-0.5m     2 3 3 4 

0m   2 2 3 4 4 4 

0.5m 1 3 2 3 4 4 4 

1m 4 4 4 4 4 4 4 

1.5m 4 4 4 4 4 4 4 

2m 4 4 4 4 4 4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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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南興段入射波高 9 公尺情境模擬的燈號 

省道里程

平台高程 
潮位

波高 9m 

週期

10 秒 

週期

11 秒

週期

12 秒

週期

13 秒

週期

14 秒

週期

15 秒

週期

16 秒

440K+500 

-0.5m        2 

0m    2 2 2 2 4 

0.5m   2 3 3 4 4 4 

1m 2 3 3 4 4 4 4 

1.5m 2 3 4 4 4 4 4 

2m 3 3 4 4 4 4 4 

440K+740 

-0.5m        2 

0m        4 

0.5m    2 2 2 2 4 

1m    4 4 4 4 4 

1.5m   2 4 4 4 4 4 

2m 2 4 4 4 4 4 4 

441K+000 

-0.5m       2 2 

0m      2 4 4 

0.5m     2 4 4 4 

1m    2 4 4 4 4 

1.5m 2 2 4 4 4 4 4 

2m 4 4 4 4 4 4 4 

441K+240 

0m        2 

0.5m      1 2 4 

1m      4 4 4 

1.5m      4 4 4 

2m 2 2 2 2 4 4 4 

斜線：無情境模擬  1：綠色  2：黃色  3：橙色  4：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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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數值模擬技術為主軸，蒐集了易致災之區段，並分析了異

常波浪的特性，且以台 9線多良段 417K+715到 419K+862之間選取的

418K+660 到 419K+140 以及 419K+580 到 419K+820 兩個高程較低的

區間作為模擬目標，南興段以 439K+700、440K、440K+260、440K+500、

440K+740、441K、441K+240 等 7 站，建立異常波浪容易致災之區段

的長浪溯上數值模式，透過模擬可了解在何種波浪條件之下可能遭受

的威脅，以以網頁形式作為顯示臺東海岸公路通行安全預警之視窗，可

提供公路單位作為道路通行安全的評估和道路暫時封閉的參考。 

5.1結論與成果  

(1) 本研究呈現異常波浪溯上的數值模擬結果，顯示數值模式COBRAS

可以相當程度描述 2013年海燕颱風鼻頭角異常波浪事件，而數值地形

最右(西)側的階梯造成波浪向上衝擊應該是異常波浪模擬最重要的要

件；也分析有無湧浪所產生的機制，不同湧浪波高可以獲得最大波高，

若無颱風的情況下，HMAX=2Hs，而在遠處有颱風存在HMAX將改變。 

(2) 本研究結合了文字探勘的技術蒐集異常波浪及海岸公路的新聞資

料，以關鍵字「異常波浪+公路」、「異常波浪+台東」、「異常波浪+

台 9線」、「浪襲+台東」、「浪襲+台 9線」、「颱風+富岡+多良+大

武」作為檢索並分析找出易致災之路段，其結果為南迴公路(台 9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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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良段(419公里至 422公里)至南興段(台 9線 439.8公里至 441公里) ，

因離海岸近，較常受颱風海浪影響，常為公路總局公告之浪襲路段。 

(3) 本研究總共進行多良段 640 個及南興段 781 個之浪襲道路平台的

情境模擬，結果顯示入射波高越高，入射週期越大，初始水位值越高的

情境下越容易產生溢淹。亦大致顯示平台高程越低越容易產生溢淹。多

良段 640 個情境中有 141 個情境發生道路溢淹，其中溢淹範圍達整個

路寬的情境約佔 76%(107個)，南興段 781個情境中有 534個情境發生

道路溢淹，其中溢淹範圍達整個路寬的情境約佔 85%(453個)，主要是

海浪溯上後的水體持續往道路內側流動所致。整體上最大溯上水位與

入射波高、週期和潮位皆無明確的相關性。 

(4) 其根據表 4.1到表 4.18或本研究整合本所港研中心「港灣環境資訊

網」之波浪、潮位等海象預報資訊建置之「臺東海岸公路浪襲預警系

統」，可提供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及相關工務段作為道路

通行安全的評估和道路暫時封閉的輔助決策參考。 

5.2 建議 

(1) 建立異常波浪容易致災之公路的波浪溯上與溢淹數值模式。以公

路局道路橫斷面的高程為基礎，再與海科中心的海底地形資料庫內插

後，可構建適當的數值地形。為保險起見，可選取平均最高高潮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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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水位基準。 

(2) 臺東海岸公路通行安全預警之視窗，可提供交通部公路總局及相關

單位作為道路通行安全的評估和道路暫時封閉的參考，建議交通部公

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可以使用本系統及配合實際觀測數值作比對

並回饋，以利後續精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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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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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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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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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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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K
+

30
2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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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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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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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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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41
9K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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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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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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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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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6
3.

1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3.

1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3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3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10
/2

0
15

00

10
/2

0
16

00

10
/2

0
17

00

10
/2

0
18

00

10
/2

0
19

00

10
/2

0
20

00

10
/2

0
21

00

10
/2

0
14

00

10
/2

1
01

00

10
/2

1
02

00

10
/2

0
22

00

10
/2

0
23

00

10
/2

0
00

00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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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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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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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4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巨

爵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7
3.

2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7
3.

2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6
3.

1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3.

1
達

預
警

值
3m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6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6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6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10
/2

1
03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10
/2

1
04

00

10
/2

1
05

00

10
/2

1
06

00

10
/2

1
07

00

10
/2

1
08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10
/2

1
09

00

10
/2

1
10

00

10
/2

1
11

00

10
/2

1
12

00

10
/2

1
13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10
/2

1
14

00

10
/2

1
15

00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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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辦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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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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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4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巨

爵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10
/2

1
16

00

08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02
00

10
/2

2
04

00

10
/2

2

10
/2

2

06
00

10
/2

1
18

00

10
/2

1
20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10
/2

1
22

00

10
/2

2
00

00

10
/2

2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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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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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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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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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尼

伯
特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1.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1.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2.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9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9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8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8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7/
7

12
00

7/
7

13
00

7/
7

14
00

10
00

7/
7

11
00

7/
7

09
00

7/
6

20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6

22
00

7/
6

00
00

7/
7

02
00

7/
7

04
00

7/
7

06
00

7/
7

08
00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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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尼

伯
特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4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4.
4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4.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4.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4.

4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4.
4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4.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4.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4.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4.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5.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7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5
7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7/
8

01
00

7/
8

02
00

7/
8

03
00

21
00

7/
7

22
00

7/
7

00
00

7/
7

15
00

7/
7

23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7

16
00

7/
7

17
00

7/
7

18
00

7/
7

19
00

7/
7

20
00

7/
7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附1-15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尼

伯
特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波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3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3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8
04

00

7/
8

05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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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莫

蘭
蒂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5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6.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6.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8.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8.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6.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6.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9/
13

12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13

13
00

9/
13

14
00

9/
13

15
00

9/
13

16
00

9/
13

17
00

9/
13

18
00

9/
13

20
00

9/
13

21
00

9/
13

19
00

9/
13

22
00

9/
13

23
00

9/
13

00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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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莫

蘭
蒂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6.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6.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8.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8.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8.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8.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7.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7.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5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5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0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0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9.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9.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0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0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9.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9.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2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2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0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0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0

.3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0

3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9/
14

01
00

9/
14

09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14

02
00

9/
14

03
00

9/
14

04
00

9/
14

05
00

9/
14

06
00

9/
14

07
00

9/
14

08
00

9/
14

10
00

9/
14

11
00

9/
14

12
00

9/
14

13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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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莫

蘭
蒂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未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未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未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4
未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9/
14

16
00

9/
14

17
00

9/
14

19
00

9/
14

21
00

9/
14

20
00

9/
14

14
00

9/
14

15
00

9/
14

22
00

9/
14

23
00

9/
14

00
00

9/
15

01
00

9/
15

02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14

18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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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莫

蘭
蒂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15
03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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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馬

勒
卡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3.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3.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3.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3.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3.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1

3.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3.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9/
16

17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16

18
00

9/
16

19
00

9/
16

20
00

9/
16

21
00

9/
16

22
00

9/
16

23
00

9/
17

01
00

9/
17

02
00

9/
16

00
00

9/
17

03
00

9/
17

04
00

9/
17

05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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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馬

勒
卡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3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17
07

00

9/
17

06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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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梅

姬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4.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4.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5.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5.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26

09
00

9/
26

10
00

9/
26

11
00

9/
26

12
00

9/
26

13
00

9/
26

14
00

9/
26

15
00

9/
26

08
00

9/
26

19
00

9/
26

20
00

9/
26

16
00

9/
26

17
00

9/
26

18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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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梅

姬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5.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5.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5.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4.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4.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4.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4.

9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7.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7.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8.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8.
8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2

7.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2

7.
2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3

4.
3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4.
3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9/
26

21
00

02
00

9/
27

03
00

9/
27

04
00

9/
27

05
00

9/
26

22
00

9/
26

23
00

9/
26

00
00

9/
27

01
00

9/
27

9/
27

06
00

9/
27

07
00

9/
27

08
00

9/
27

09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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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梅

姬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3.
8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8
已

達
封

路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3.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1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2.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2.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3
2.

7
已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2.

7
已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10
00

9/
27

11
00

9/
27

12
00

9/
27

12
00

9/
27

9/
27

13
00

9/
27

14
00

9/
27

15
00

9/
27

16
00

9/
27

9/
27

21
00

17
00

9/
27

18
00

9/
27

19
00

9/
27

20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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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梅

姬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5
5.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3
5.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3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5.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5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3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3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4.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3.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3.
5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5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3.

3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4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2.
4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2.
7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2.
7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3.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3.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3.
1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3

3.
1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9/
27

22
00

9/
27

23
00

9/
27

00
00

9/
28

01
00

9/
28

02
00

9/
28

03
00

9/
28

11
00

05
00

9/
28

06
00

9/
28

07
00

9/
28

08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28

09
00

9/
28

10
00

9/
28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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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梅

姬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7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7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9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3
2.

9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3
2.

8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1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1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3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未

達
封

路
值

正
常

9/
28

12
00

9/
28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9/
28

17
00

9/
28

18
00

9/
28

19
00

9/
28

20
00

13
00

9/
28

14
00

9/
28

15
00

9/
28

16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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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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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輕

度
颱

風
-艾

利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10
/0

5
20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10
/0

5
21

00

10
/0

5
22

00

10
/0

5
23

00

10
/0

5
00

0

10
/0

6
01

00

10
/0

6
02

00

10
/0

6
04

00

10
/0

6
05

00

10
/0

6
03

00

10
/0

6
06

00

10
/0

6
07

00

10
/0

6
08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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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輕

度
颱

風
-艾

利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3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13
00

10
/0

6
09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10
/0

6
17

00

10
/0

6
14

00

10
/0

6
15

00

10
/0

6
16

00

10
/0

6
10

00

10
/0

6
11

00

10
/0

6
12

00

10
/0

6

紀
錄

：
   

   
   

   
   

   
   

   
   

   
   

   
   

   
   

   
   

   
 承

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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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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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海

馬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3.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3.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4.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4.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3.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3.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4.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4.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4.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4.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4.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4.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4.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4.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4.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5.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5.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4.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4.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4.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4.
6

已
達

設
定

值
浪

花
坡

及
路

面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5.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5.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10
/1

9
12

00

持
續

每
2小

時
監

看

10
/1

9
14

00

10
/1

9
16

00

10
/1

9
18

00

10
/1

9
20

00

10
/1

9
22

00

10
/2

0
00

00

10
/2

0
04

00

10
/2

0
06

00

10
/2

0
02

00

10
/2

0
08

00

10
/2

0
10

00

10
/2

0
12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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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強

烈
颱

風
-海

馬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4.

2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4.

2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3.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3.
5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3.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3.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3.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3.
9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3.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3.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3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10

00

10
/2

0
14

00

10
/2

0
20

00

10
/2

0
22

00

持
續

每
2小

時
監

看
00

00

10
/2

1
02

00

10
/2

1
04

00

10
/2

1
06

00

10
/2

0
16

00

10
/2

0
18

00

10
/2

1

10
/2

1
08

00

10
/2

1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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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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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尼

莎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7/
28

09
00

10
00

7/
28

7/
28

11
00

7/
28

18
00

7/
28

19
00

7/
28

20
00

12
00

7/
28

13
00

7/
28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28

21
00

7/
28

15
00

7/
28

16
00

7/
28

17
00

7/
28

14
00

紀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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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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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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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尼

莎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7/
29

09
00

7/
29

10
00

7/
29

00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29

08
00

7/
29

01
00

7/
29

02
00

7/
29

05
00

7/
29

06
00

7/
29

07
00

7/
29

03
00

7/
29

04
00

7/
28

22
00

7/
28

23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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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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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尼

莎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29

21
00

7/
29

22
00

7/
29

23
00

7/
29

18
00

7/
29

19
00

7/
29

20
00

7/
29

15
00

7/
29

16
00

7/
29

17
00

7/
29

12
00

7/
29

13
00

7/
29

14
00

7/
29

11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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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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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尼

莎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30

12
00

7/
30

09
00

7/
30

10
00

7/
30

11
00

7/
30

06
00

7/
30

07
00

7/
30

08
00

7/
30

03
00

7/
30

04
00

7/
30

05
00

7/
30

00
00

7/
30

01
00

7/
30

02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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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尼

莎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7/
30

13
00

7/
30

14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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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3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3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3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3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8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5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5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5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4.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4.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4.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4.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6.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6.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6.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6.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30

13
00

7/
30

13
30

7/
30

14
00

7/
30

14
30

7/
30

15
00

7/
30

15
30

7/
30

16
00

7/
30

12
30

7/
30

18
00

7/
30

18
30

7/
30

16
30

7/
30

17
00

7/
30

17
3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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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6.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6.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6.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6.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6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7.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7.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5.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5.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7/
30

19
00

7/
30

23
30

7/
31

00
00

7/
31

00
30

21
30

7/
30

22
00

7/
30

22
30

7/
30

23
00

7/
30

7/
31

01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30

19
30

7/
30

20
00

7/
30

20
30

7/
30

21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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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7/
31

01
3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31

02
00

7/
31

02
30

7/
31

7/
31

05
00

7/
31

05
30

7/
31

06
00

03
00

7/
31

03
30

7/
31

04
00

7/
31

04
30

7/
31

06
30

7/
31

07
00

7/
31

07
3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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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31

08
30

7/
31

09
00

7/
31

09
30

7/
31

10
00

7/
31

10
30

7/
31

11
00

7/
31

11
30

7/
31

08
00

7/
31

13
30

7/
31

14
00

7/
31

12
00

7/
31

12
30

7/
31

13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附1-40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7/
31

14
30

7/
31

15
00

持
續

每
小

時
監

看
7/

31
15

30

7/
31

16
00

7/
31

16
3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附1-41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0.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0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8/
21

13
00

8/
21

14
00

8/
21

15
00

持
續

每
1小

時
監

看

8/
21

19
00

8/
21

20
00

8/
21

16
00

8/
21

17
00

8/
21

18
00

8/
21

08
00

8/
21

09
00

8/
21

10
00

8/
21

11
00

8/
21

12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附1-42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5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2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2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8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7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4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8/
21

21
00

02
00

8/
22

03
00

8/
22

04
00

8/
22

05
00

持
續

每
1小

時
監

看

8/
21

22
00

8/
21

23
00

8/
22

00
00

8/
22

01
00

8/
22

8/
22

06
00

8/
22

07
00

8/
22

08
00

8/
22

09
00

紀
錄

：
   

   
   

   
   

   
   

   
   

   
   

   
   

   
   

   
   

   
 承

辦
人

：
   

   
   

   
   

   
   

   
   

   
   

   
   

   
   

   
   

   
 單

位
主

管
：

附1-43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1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3.

0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3.

0
已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4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7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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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6

年
度

大
武

工
務

段
浪

襲
路

段
浪

高
值

觀
測

紀
錄

表
(中

度
颱

風
-海

棠
)

日
期

時
間

浪
襲

路
段

現
場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臺
東

浮
標

測
站

觀
測

浪
高

值
(公

尺
)

參
考

設
定

值
現

場
情

形
處

置
作

為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6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2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1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9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1.

8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50

0~
44

1K
+

30
0南

興
2.

3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1
9K

+
00

0~
42

2K
+

00
0多

良
未

達
設

定
值

正
常

43
9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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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4

1K
+

30
0南

興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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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值

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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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2-1 

附錄二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海岸公路異常波浪特性及防災應用技術之研究 

執行單位：中山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 林銘崇 委員 

1.東部海岸公路受颱風波浪

及異常波浪災害特性及

其型態，建議多加整理分

析，並說明與數值模式之

連結。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異常

波浪請見報 p3-13 頁說明。 

意見答覆 

同意 

2.圖 4.3 模擬流程之左邊界

及設定值說明不足，建議

將該圖與以一般化表示。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模擬

的地形從水深 5m 開始往

陸地方向直到道路的擋土

牆旁，會將左邊界改為海

側，請見報告 p4-6 頁說明。 

同意 

二、張憲國 委員 

1.內文部分的專有名詞中請

依學術常用的專有名詞

撰寫，如海水溯上、碎波

偵測等需更改。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已修改，請見報告 p3-

1。 

 

意見答覆 

同意 

 

2.利用 GOOGLE 地圖來偵

測碎波位置，當為海岸

線，並分析其變遷特性。

因為碎波位置與外海波

浪及地形條件有關，此分

析結果的正確性需要再

思考方法的嚴謹性。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運研

所僅依此計畫作為該地區

地形的初步基本認識，故以

GOOGLE 地圖來進行資料

蒐集，已與公路總局高南工

程處協調取得自強公司所

量測之資料，將移交給運研

所。 

同意 

3.波浪的數模計算的精度，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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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入射條件與地形極為

有關。在報告中雖然提及

2013 年的海燕颱風造成

龍洞海濱瘋狗浪，但未附

內容。在無模式驗證來說

明此模式計算的可信度。 

辦理。 

4.第四章的數值模擬中，需

要說明如何決定模擬條

件，以接近現況條件。模

擬結果如何與現況比較?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已與第三區養護工程

處大武工務段取得現場觀

測紀錄表，請見報告 p3-17

頁及報告 p4-16 頁。 

同意 

5.本研究結果未來要製作視

窗化的操作系統，此系統

的如何轉移至使用者或

教育訓練的方式，在報告

應敘述。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臺東海岸公路通行安

全預警之視窗以網頁形式

作為顯示，請見報告 p4-46

頁。 

 

三、蔡清標 委員 

1.本研究利用文字探勘蒐集

台東海岸公路災害案例

予以肯定。如能進一步彙

整運研所港研中心實測

該颱風之波浪相關資料，

將更具意義，亦可為模擬

條件之參考。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肯定及建議，已取

得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

工務段取得現場觀測紀錄

表及中央氣象局颱風路徑

做一比較及說明，請見報告

p2-15 頁及報告 p3-20 頁。 

 

意見答覆 

同意 

 

2. 圖 3.8 係以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套疊分析海岸

線變化，其精度是否足

夠？建議亦應檢核其潮

位基準是否一致。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運研

所僅依此計畫作為該地區

地形的初步基本認識，故以

GOOGLE 地圖來進行資料

蒐集，已與公路總局高南工

程處協調取得自強公司所

量測之資料，將移交給運研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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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3.方程式(3.1)~(3.4)與 4.1 節

模式介紹重覆，請併 4.1

節說明即可。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

照辦理。 

同意 

4.圖 4.3 建議加繪等深線，

以利判斷海岸法線方向

(文中用地形切線是否妥

當？)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

照辦理，已加繪等深線，

請見報告p4.11頁，其地形

切線主要是以正向入波做

為模擬條件。 

同意 

5.不同海況模擬條件，建議

以實測統計資料為基礎，

說明所設定的模擬條件

具適當性，且為異常的颱

風波浪。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不

同海況模擬條件，係以氣

象局發布的2016年尼伯

特、莫蘭蒂、馬勒卡以及

梅姬颱風歷史路徑，並從

水利署位於臺東外海浮標

(東經121.14度、北緯

22.722度) 的逐時觀測資料

中取出這4個颱風警報期間

的示性波高和尖峰週期值

分析所得，請見報告p4-16

頁。 

同意 

6.計算網格設定，應有所說

明，而碎波位置影響溯

升，因此應有碎波位置及

波高模擬結果之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請

見報告p4-16頁說明。 

同意 

7.所應用之 COBRAS 模是

具備模擬具有消波塊之

功能，圖 4.18 中之消波塊

是否有考慮於模擬？又

如何考慮其孔隙率？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在

現勘時有發現原本所設置

之消波塊也因長期沖刷漸

沒落海中，因此研究中模

式模擬不考慮消波塊以作

為最差狀況之考量。請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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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p3-25、p4-10說明。 

8.平台之溯上即溢淹，建議

有取較高解析度之局部

放大圖，以利判讀。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輸

出模擬期間VOF空間分布

最大值來判斷溢淹與否，

最後係以燈號來顯示，請

見報告p4-20頁。 

同意 

9.本研究所模擬實際係考慮

颱風波浪，非為瘋狗浪，

建議應予釐清。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請

見報告p2-20頁說明。 

同意 

10. 圖 4.14~4.18 所 示

t=50~600 秒，應只是顯示

COBRAS 模擬之收斂過

程，而非實際波形，建議

探討分析收斂後穩定的

波形空間分部較具意義。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請

見報告p4-20頁說明。 

同意 

四、岳景雲 委員 

1.簡報比期中報告更詳細豐

富，多了太麻里香蘭段說

明，及異常波浪特性分

析，值得肯定。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肯定及建議，已於

報告加入異常波浪特性分

析，請見報告 p2-20 頁。 

意見答覆 

同意 

2.建議中文摘要修改，將

2016 颱風列入，第一章前

言亦修改，英文摘要錯誤

資料亦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 

同意 

3.有實測資料配合理論計算

應可作出定性或定量分

析以增加可信度。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請見

報告 p4-17 頁。 

同意 

4.多良段 (419k~422k)描述

較多，南興段(439k~441k)

描述較少，而此段是否與

海底地形折射有關，波浪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已於

期中後取得公路設計圖與

地形，已將模擬整理成果，

請見報告 p4-25 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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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集中？ 

5.表 4.1~表 4.3 之關聯性請

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請見

報告 p4-28 頁。 

同意 

6.如何即時提供資料給相關

單位做後續評估預警時

間。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港研中

心已提供 SWAN 模式和

COHERENS 模式在多良段

和南興段外海約 30m 水深

處的示性波高、尖峰週期和

潮位預報值，請見報告 p4-

62 頁 

同意 

7.防災應用技術初步構想為

何？工程上施作哪些？ 

感謝委員指教，其原養護單

位係已派人駐守現場觀測

波浪及路況作為封路之標

準判斷，其人員安全是最大

考量因此臺東海岸公路通

行安全預警，係以考量。 

同意 

五、蔡立宏 委員 

1.利用衛星影像進行地形變

遷因拍照時間不同，潮位

和波浪條件是否加入考

量。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運研

所僅依此計畫作為該地區

地形的初步基本認識，故以

GOOGLE 地圖來進行資料

蒐集，已與公路總局高南工

程處協調取得自強公司所

量測之資料，將移交給運研

所。 

 

意見答覆 

同意 

 

2.所分析的斷面水深地形均

不同，每一斷面模擬計算

的 domain 是否均相同。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已加繪等深線，請見

報告 p4.11 頁，其地形切線

主要是以正向入波做為模

擬條件。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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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已針對較有危險路段

做溢淹分析，未來進行公

路預警上，預警條件預計

如何設計規劃？ 

感謝委員指教，其原養護單

位係已派人駐守現場觀測

波浪及路況作為封路之標

準判斷，其人員安全是最大

考量因此臺東海岸公路通

行安全預警，係以此考量。 

同意 

4.COBRAS 模式中是否加

入消波設施消波考量(孔

隙率)？ 

  

六、蘇青和 委員 

1.期中報告之衛星影像資料

僅蒐集至 2013 年，建議蒐

集較新之資料以進行海

岸線變化之分析。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以

GOOGLE 地圖來進行資料

蒐集，其 GOOGLE 之衛星

影像最新為 2013 年，已與

公路總局高南工程處協調

取得自強公司所量測之資

料，將移交給運研所。 

 

意見答覆 

同意 

 

2.衛星資料展示之海岸影像

與當時之潮汐漲退及波

浪大小海況相關，建議針

對影像之當時海況作一

簡略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運研

所僅依此計畫作為該地區

地形的初步基本認識，故以

GOOGLE 地圖來進行資料

蒐集，已與公路總局高南工

程處協調取得自強公司所

量測之資料，將移交給運研

所。 

同意 

3.建置海岸公路通行安全預

警之視窗操作介面，為本

計畫防災應用技術建置

之重要工作，請加強考量

其實用性，輸入及輸出之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臺東海岸公路通行安

全預警之視窗以網頁形式

作為顯示，並依養護單位實

用性以燈號作為顯示資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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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內容，也請妥善

規畫建置。 

請見報告 p4-46 頁。 

4.通行安全預警系統外海之

海象邊界輸入條件，建議

與外海即時觀測資料及

預報資料做整合，以達到

防災應用之目的。 

感謝委員指教與建議，目前

港研中心已提供 SWAN 模

式和 COHERENS 模式在多

良段和南興段外海約 30m

水深處的示性波高、尖峰週

期和潮位預報值，請見報告

p4-62 頁 

同意 

5.東部海岸波浪溯上與溢淹

模式，在易致災區段之驗

證檢核，可考慮引用颱風

期間公路單位設置之攝

影資料作比對檢核。 

感謝委員指教與建議，已與

第三養護工程處取得現場

觀測資料及浪襲影像，請見

報告 p3-27 頁。 

同意 

6.簡報成果遠較期中報告豐

碩，期末報告建議納入更

新。 

感謝委員指教與建議，遵照

辦理。 

同意 

七、李俊穎 委員 

1.報告 4.3 節內建議可再透

過本所、水利署台東浮標

即大武潮位站等海象資

料之基本分析加強說明

模擬條件範圍說明？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不同

海況模擬條件，係以氣象局

發布的 2016 年尼伯特、莫

蘭蒂、馬勒卡以及梅姬颱風

歷史路徑，並從水利署位於

臺東外海浮標(東經 121.14

度、北緯 22.722 度) 的逐時

觀測資料中取出這 4 個颱

風警報期間的示性波高和

尖峰週期值分析所得，請見

報告 p4-16 頁。 

意見答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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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說明為何在表 4.1 部分

條件無模擬情境。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係以

情境條件直到平台不發生

溢淹或達到情境條件的下

限值為止，故無模擬情境，

代表該條件下不會溢淹，請

見報告 p4-19 頁。 

同意 

3.建議產生適當災害迴歸分

析曲線，做為防災作業操

作。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其研

究防災作業依養護單位所

建立之封路參考值作為依

據，請見報告 p3-17 頁。 

同意 

4.本年度主要目標之一為發

展浪襲預警，建議能在 9

月份進行系統整合測試

及移轉作業。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 

同意 

5.同路段如多良、南興段建

議可分段預警作業。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 

同意 

八、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偉柏博士) 

1.P2-7 中圖 2.7~2.9 是否是

以 P4-1 頁 所 介 紹 的

COBRAS 模式模擬之結

果？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是，先以

2013 年龍洞瘋狗浪事件為

例作為模式測試。 

意見答覆 

 

同意 

2.P4-10 第 8 行提到，搭配-

2、0、3m 等 3 種初始水

深，但於 P4-12 頁，圖 4.12

顯示為-2、0、2m 等 3 種

初始水深，是否為打字錯

誤？ 

感謝委員指教，已改正。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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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4-13 第 7 行提到初始水

位為 12m、12m、10m，是

否打字錯誤？ 

  

4.P4-17 中，提到「根據表

4.2~4.5……即可考慮封

閉419k+740~419k+820之

間高程相近的區段…」然

而在 P4-8 中圖 4.6 模擬的

12 個 站 中 ， 僅 有

419k+720 ， 並 無

419k+740。 

感謝委員指教，已改正。 同意 

5.請問進行一個模擬案例分

析需花費多少電腦運算

時間？亦即，颱風來襲時

即時預警是否可行。 

感謝委員指教與建議，其即

時預警需要有大量的計算

資源，因此本研究係以先計

算好幾個情境在進行內插，

作為不同條件之輸入條件。 

同意 

6.P4-17中提到「…當附近潮

位為 2m，而示性波高超過

8m，尖峰週期超過 12 秒

時 ， 則 可 考 慮 封 閉

419k+740 到 419k+820 之

間高成相近的區段」。在

颱風應變期間，要如何使

用本研究所產製之表

4.2~4.5？亦即距離道路

多遠處之海況超過上述

條件時，可預警性封閉該

段道路？ 

感謝委員指教與建議，請見

報告 p4-61 說明。 

同意 

九、交通部公路總局東西向

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

(許玉琴課長) 

意見答覆 

 

 

意見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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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續所提出之預警資訊，

建議可增加預計可提出

預警資訊之時間，及預測

最大浪高等相關資訊，以

利公路管理機關可即時

作為災害預防之決策參

考。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臺東海岸公路通行安

全預警之視窗以網頁形式

作為顯示，請見報告 p4-46

頁。 

同意 

2.本處提供利用空載光達

(Lidar)、地面光達及航空

攝影所做 2014~2015 年台

9 線台動線香蘭~屏東縣

枋寮段 DSM、DEM 及航

空攝影正射影像供參考。 

感謝委員提供，對本研究地

形有極大貢獻。 

同意 

十、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周建勳) 

1. 本計畫對本處於風災時

公路預警性封路決策幫

助甚大，有關表 4.5「不同

海況建議封閉區段」之驗

證部分及本處轄管台 9 線

林海之其他路段是否在

本計畫期末報告中執行

確認。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臺東海岸公路通行安

全預警之視窗以網頁形式

作為顯示，請見報告 p4-46

頁。 

意見答覆 

 

同意 

2.圖 4.4 中國道里程，請修

正為省道里程。 

感謝委員指教，已改進。 同意 

3.未來是否可模擬影響一

個、兩個、或三個車道以

上之條件(或機率呈現)以

利公路養護單位防災預

警應用。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臺東海岸公路通行安

全預警之視窗以網頁形式

作為顯示，請見報告 p4-46

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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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海岸公路異常波浪特性及防災應用技術之研究 

執行單位：中山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 林銘崇 委員 

1.初步建置海岸公路海浪預

報，具實用參考價值。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肯定。 

意見答覆 

同意 

2.侵襲路段波高觀測值與台

東浮標示性波高之變化

趨勢不太一致，應是合理

結果，該觀測值應可考慮

與數值模擬計算值比較。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現場

觀測值紀錄與數值模擬計

算值比較，請見報告 p4-61

頁。 

同意 

3.異常波浪具高度非線性，

以變形雷利分佈表示，係

屬假設或理論依據？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異常

波浪具高度非線性，所以以

HMAX=2Hs，變形雷利係考慮

有颱風系統存在。請見報告

P2-21頁。 

同意 

4.數值模式如何處理(依何

種條件)波浪溯上後之溢

淹，溯上後之水位及水體

流動速度是否可以計算

求得？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波浪

溯上流動流速是可以計算，

但本計畫僅考慮若有波浪

溯上且波及道路及為溢淹。 

同意 

5.計畫成果值得繼續精進研

究。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二、李兆芳 委員 

1.本計畫應用數值模式探討

異常波浪並做防災應用，

計畫成果相當明確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肯定。 

意見答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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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為研究異常波浪，但

文中提及瘋狗浪名稱，建

議引用文獻時把原文也

表示出來，避免混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請見報告 P2-1頁。 

同意 

3.使用 COBRAS 模式，在說

明上建議加入口頭報告

之說明，如水面之描述能

力，k-ε之作用、及應用

在計畫範圍之適用情形。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請見報告 P3-29頁。 

同意 

4.P3-13 上方向海側佈放養

灘說明海岸公路地形仍

有很大的變異空間，建議

往對於波浪作用影響作

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請見報告 P3-13頁 

同意 

5. 波浪溯上，文字之寫法，

及參考文獻格式要調整。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 

 

三、蔡清標 委員 

1.本研究利以 COBRAS 數

值模式評估異常波浪引

致海岸公路的波浪溯上。

研究亦結合文字探勘技

術蒐集台東海岸公路災

害案例，研究成果與以肯

定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肯定。 

意見答覆 

同意 

 

2.模擬條件主要以 2016 颱

風波浪決定波高及週期

上下限。建議可在引述港

研中心針對相鄰測站(如

花蓮港)統計不同迴歸期

的颱風波浪，包括暴潮水

位，說明所訂的上下限值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由於台東浮標離南興

和多良段的位置最近，所以

沒有選擇較遠的花蓮港波

浪統計資料作為上下限值

的制定參考，請見報告 P3-

13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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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合理範圍。 

3.VOF 空間分佈圖之解析

度可加強，以利閱讀。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網

格解析度在X方向為1m，

Y方向解析度為0.5m，最

後結果以表及燈號顯示，

以利決策人員直接判讀，

請見報告P4-16頁。 

同意 

四、岳景雲 委員 

1.為了增加報告充實性及完

整性，建議前言增加 106

年颱風資料，P2-5 頁延長

至 2017年。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請見報告 P1-1 頁及

報告 P2-5頁。 

意見答覆 

同意 

2.新增了 P3-16、P3-17 頁董

教授資料請列入參考文

獻中。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請見報告參-1頁。 

同意 

3. P4-21圖 4.22和 P4-22圖

4-23 的座標軸原點是否

一致？ 

感謝委員指教，座標軸原點

為同一點，係將道路平台放

大檢視。 

同意 

4.表格中有關道路易淹距離

中增加一欄路寬；最大溯

上水為中增加一欄平台

高程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請見報告P4-44至P4-

58。 

同意 

5. P4-29、P4-42頁最大溯上

水位與H.T.潮位皆無明確

相關性？請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由表

4.7 到表 4.9 可見，同波高

不同週期的最大溯上水位

不一定因為週期長就會有

較大的最大溯上水位，請見

報告 P4.29 頁。 

同意 

6. 結論在加強並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請見報告 P5-1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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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4~106年紀錄表建議加

入附錄內。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遵照

辦理。 

同意 

五、蘇青和委員 

1.本計畫建置之台東海岸公

路通行安全預警系統，除

核心推算模式外，整合外

海即時觀測資料、本所港

研中心東南海域數值預

報資訊等，已達到防災應

用之目的。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肯定。 

意見答覆 

同意 

 

2.預警系統以綠色、黃色、

橙色及紅色等四種顏色

代表不同浪襲狀況，與南

興段設置波高尺之綠色、

黃色、橙色及紅色等四種

顏色是否有相關性？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預警

系統以綠色、黃色、橙色及

紅色等四種顏色代表不同

浪襲狀況，是與南興段設置

波高尺之綠色、黃色、橙色

及紅色等四種顏色所對應，

以養護單位實際封路情況

所訂定。 

同意 

3.建置海岸公路通行安全預

警之視窗操作介面，為本

計畫防災應用技術建置

之重要工作，考量系統能

迅速計算浪襲狀況，建議

預先建置完整之資料庫

系統。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系統

已建置資料庫系統方式，故

系統才能迅速計算浪襲狀

況。 

同意 

六、李俊穎 委員 

1.建議加強說明利用 2016、

2017 年颱風期間封路與

本計畫預警機制燈號比

對。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現場

觀測值紀錄與數值模擬計

算值比較，請見報告 p4-61

頁。 

意見答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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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附件紀錄表內，106 年

度海棠颱風期間觀測浮

標已達 6m，但現場情形是

正常，是否可以模擬比

對。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養護

單位說該颱風，雖然觀測浮

標已達 6m，但現場實際情

況是無波浪溯上，故現場情

形都是正常。 

同意 

3.部份文字如圖 P4-63 波浪

「周」期應為「週」，附件

紀錄表內尼伯特颱風應

為 105年而非 104 年，附

件內浪花「坡」及路面應

為「波」，8 月 21 日後為

表名中度颱風「海棠」應

為天鴿，請確認修改 

感謝委員指教及建議，已修

正，請見報告附錄一 

同意 

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偉柏博士 

1.請問 COBRAS 模式運算

一個事件的時間需耗時

多久？模式效率是否可

以用於實際颱洪應變？ 

意見答覆 

 

感謝委員指教，系統已建置

資料庫系統，故系統可迅速

計算浪襲狀況，將外海預報

資料作為條件輸入後，系統

五秒內會對應情境的結果

產生多良段 12 站與南興 

段 7 站的海岸公路海浪警

戒預報檔，請見報告 P4-62

頁。 

意見答覆 

同意 

 

2.第 4-61頁，第 4.6 節中所

提及之『海岸公路海浪警

戒預報』，制訂五種預警

燈號。請問，預警成果是

以 SWAN 與 COHERENS

預報結果為輸入檔，再對

照 4.1-4.15的結果嗎？ 

感謝委員指教與指教，是

的，預警成果是以 SWAN

與COHERENS預報結果為

輸入檔，對應情境的結果產

生多良段 12 站與南興 

段 7 站的海岸公路海浪警

戒預報檔。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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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上題，若非對照 4.1-4.15

的結果，是否以 SWAN與

COHERENS 預報結果為

輸入檔，即時做 COBRAS

的運算？ 

感謝委員指教與指教，因為

本研究所建置之台東海岸

公路通行安全預警系統，除

核心推算模式外，整合外海

即時觀測資料、本所港研中

心東南海域數值預報資訊

等，在中心有設定可以切換

為實測資料作為輸入條件。 

同意 

4. 第 4-65頁，圖 4.39 缺少

週期預報圖形。然而，第

4-65頁至第 4-74頁中，表

4.19-4.24中，要產生預警

燈號，需要潮位、波高與

週期三個變數。網頁圖形

是否有需要補上週期時

序圖？請問進行一個模

擬案例分析需花費多少

電腦運算時間？亦即，颱

風來襲時即時預警是否

可行。 

感謝委員指教與指教，因為

本研究所建置之台東海岸

公路通行安全預警系統，除

核心推算模式外，整合外海

即時觀測資料、貴所港研中

心東南海域數值預報資訊

等，其相關資訊亦可在貴所

港研中心東南海域數值預

報資訊取得，本研究介面供

養護單位作為封路決策之

依據。 

同意 

八、交通部公路總局東西向

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 

1.本處後續將依據本計畫溯

上與溢淹分析結果回饋

多良段設計成果。 

意見答覆 

 

感謝高南區工程處肯定。 

意見答覆 

 

同意 

2.本處備有本案研究範圍之

LIDAR 測量、衛星雲圖及

航拍圖等多種圖層資料，

若有需要可在洽本處索

取。 

感謝高南區工程處提供寶

貴資料。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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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路通行安全預警視窗網

頁請問是目前研究結果

展示使用？抑或為日後

例行維護可供外界參考

使用？ 

感謝高南區工程處指教，公

路通行安全預警視窗網頁

已經可以使用，供養護單位

作為封路決策之依據。 

 

4.圖 3.1 東部公路(台 9 線)

區段圖，其中「大武段」

與「大鳥段」位置顛倒。 

感謝高南區工程處指教與

建議，已修正。 

同意 

九、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 

1.海岸地形每年縮減變化是

否影響參數設定？ 

意見答覆 

 

感謝第三區養護工程處指

教與建議，系統地形設置以

公路局提供之道路設計圖，

並移除消波塊以考慮最差

情況。 

意見答覆 

 

 

同意 

2.本處後續 1~2年使用系統

得知之數值再配合限地

實際觀測數值來比對。 

感謝第三區養護工程處配

合及使用回饋。 

同意 

十、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

海公路南區臨時工程處 

1.西濱南工程處 C2 隧道標

工程，目前正持續處理台

9 線 439K+750 附近海案

之養灘工作，有關情境模

擬的波浪浪高會受地形

影響，建議研究團隊應每

年是海岸地形修正已符

實際。 

意見答覆 

 

感謝西部濱海公路南區臨

時工程處指教與建議，系統

地形設置以公路局提供之

道路設計圖，並移除消波塊

以考慮最差情況。 

意見答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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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C-IOT-106-H1DB002c  

海岸公路異常波浪特性及防災應
用技術之研究

Characteristics and Hazard Mitigation of Freak Waves 
for Coastal Highways

計畫主持人：陳冠宇
參與人員:劉俊志、張義偉

計畫背景分析

海岸地區可能受到異常浪侵襲，因此造成重大災害。在屢經大
眾傳播媒體的大幅報導後，社會大眾對這種波高顯著大於背景波
高之異常特大波浪已有認識，並普遍稱之為「瘋狗浪」。

然而，目前對於瘋狗浪的研究，能應用在實際災害的成果還很
有限。主管機關應採取何種程度之措施以減輕瘋狗浪災害？道路
、風景區或其他可能受災的 設施應該何時封閉或管制？哪些區域
應管制一般民眾進入以免危險? 民眾管制區域該以何處為界？凡
此種種，主管機關都沒有簡單可行的準則可以依循。

對瘋狗浪的溯上過程進行數值模擬以探討其研究方法與結果應
用在海岸風景區或海岸公路的方式。提出一套利用數值模擬的方
式，提供海岸公路的管理當局在海象存在瘋狗浪的風險時，決定
海岸公路之管制方式或管制區域的方法或程序。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屬配合交通部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目標：推動海岸災害
防救科技發展，精進海岸與港灣的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強化基礎
設施中有關環境資料庫之調查蒐集與建置及應用

主要目的為瞭解東部海岸公路受颱風波浪及異常波浪影響的區
段範圍、發展溯上分析及預警系統，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
段的長浪溯上數值模式，據以評估臺灣東部地區海岸公路可能遭
受的威脅及通行安全，供公路單位參考。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年度之工作內容為：

1. 蒐集異常波浪引致臺東海岸海岸公路災害之案例。

2. 分析臺東海岸公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海岸地形變遷及海水溯

上與溢淹特性。

3. 臺東海岸公路鄰近海岸外海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4. 建立臺東海岸公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

式。

5. 規劃建置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之視窗化操作介面。

 本研究針對前期發展之異常氣候下跨河橋梁與港區水位溢淹預警系統之建置
研究持續精進擴大應用層面，發展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瘋狗浪溯
上數值模式，評估可能遭受的威脅及通行安全，供運輸單位參考。

挪威大西洋海濱公路(64號公路)

 異常波浪災害-通行安全

2016-09-13強烈颱風莫蘭蒂

 墾丁南灣路段，海浪將救護車打到逆向車道，車子右前小
燈破損

 異常波浪災害-通行安全

附4-1

Tonyroot
打字機文字

Tonyroot
打字機文字
附錄四 期末審查簡報

Tonyroot
打字機文字

Tonyroot
打字機文字



巨浪來襲 連人帶車打落海

【蘋果日報】2014年10月13日，基市1名40歲王姓釣客，下午騎機車前往海洋大
學前方防波堤，抵達前端綠燈塔處，因空無一人，王男待不到30秒時間，隨即轉
身想離去，但看到一波大浪 越過約2樓高防波堤面時，王男便停了下來，心裡計
算幾秒後，起身往外騎去，詎料才幾步路，又來了一陣10米高巨浪，連車帶人衝
落內側消波塊間，王男回想說，當時心想糟了！隨即放掉把手，「真幸運，還好
掉在水裡！」，否則撞到消波塊就不堪想像，王男隨即自行爬上消波塊待援。。

 異常波浪災害-通行安全

2013-09-22天兔颱風侵襲台東，南迴公路南
興段受災嚴重，因離海岸近，有被大浪打
到公路上的沙石

 南迴公路香蘭段等著通車的車輛越來越多，大排長龍

 蘭嶼迎風面的東清村大浪打上五十公尺遠的環島公路
上，路旁停放拼板舟的簡易船屋也被強風吹毀

 異常波浪災害封路案例

 異常波浪災害浪襲案例

2015-08-07中度颱風蘇迪勒

 行駛台九線往南接近441公里處時，突然一個長浪打上岸
朝車輛直撲，車輛擋風玻璃應聲碎裂

蒐集東部相關海岸公路或遊憩區災害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以臺灣東部海岸地區與海岸公路可能受到颱風波浪或異常浪等長波侵
襲為軸，目前以關鍵字「瘋狗浪+公路」、「瘋狗浪+台東」、「瘋狗
浪+台9線」、「浪襲+台東」、「浪襲+台9線」、「颱風+富岡+多良+
大武」作為檢索，其事件整理如表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日期 地點 事件 新聞來源 颱風

2012/08/23 台東森林公園海濱則有長浪襲岸 勸離好奇的觀浪民眾 公民新聞 天秤颱風

2014/07/23 湧起七、八公尺高長浪，沖擊省道台九公
路上，造成南興段、多良段交通暫時中斷

中斷封閉 聯合新聞 麥德姆颱風

2014/10/13 長浪襲堤 富岡自行車道毀30米 封閉 自由時報 黃蜂颱風外圍環流

2015/08/06 台九線往南接近441公里處 浪襲擋風玻璃 蘋果新聞 蘇迪勒颱風

2015/08/21 台9線南迴公路、台11線長濱和富岡 預警性封閉 蘋果新聞 天鵝颱風

2015/09/27 台9線南迴公路易受浪襲攻擊路段 公路總局將派員駐點守視 蘋果新聞 杜鵑颱風

2016/07/08 台9線南迴公路多良至南興 間歇性管制通行 聯合新聞 尼伯特颱風

2016/09/13 台9線南迴公路金崙至香蘭路段、台11線
東濱公路，屬易受浪襲攻擊路段

公路總局將派員駐點守視
<浪高10m,富岡燈塔攔腰斷>

蘋果新聞 莫蘭蒂颱風

2016/09/17 台9線蘇花公路蘇澳‐崇德路段 預警性封閉 蘋果新聞 馬勒卡颱風

2016/9/25 台東南迴海域推起陣陣長浪，台9線南興
段掀起超標4公尺浪濤

封閉台9線439.8公里至441公
里南興浪襲路段

自由時報 梅姬颱風

2016/09/27 台9線南迴公路多良至南興 預警性封閉或浪襲路段管制
通行

聯合新聞 梅姬颱風

以蒐集新聞分析歸納，南迴公路(台9線)為多良段(419公里至422公里)至南興段(台9線
439.8公里至441公里) ，因離海岸近，較常受颱風海浪影響，常為公路總局公告之浪
襲路段。於106年2月16日臺東海岸公路受海浪威脅大武段現場會勘時，由南興村村長
口述「於南興村出口及地磅440公里附近常有浪襲」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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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向交通部公路總局東西向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及西部濱海公路
南區臨時工程處申請相關道路設計資料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南迴公路(台9線)多良段工程區段圖(交通部公路
總局東西向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提供)

南迴公路(台9線)多良段418K+920 橫斷面(交通部
公路總局東西向快速公路高南區工程處提供)

(感謝高南工程處及西濱南工程處)

南迴公路(台9線)南興段440K+800橫斷面
(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南區臨時工程處提供)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2015/09/27 台9線南迴公路易受浪襲攻擊路段 公路總局將派員駐點守視 蘋果新聞 杜鵑颱風

颱風浪襲路段浪高觀測紀錄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提供資料所繪

此浪高觀測紀錄由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所提供，紀錄歷
年颱風浪襲多良段及南興段，當中央氣
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養護單位會進駐
守視該路段，並每小時回報浪高及路況
，在海側道路外側平台設置一浪高尺，
作為封路之判斷依據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2016/07/08 台9線南迴公路多良至南興 間歇性管制通行 聯合新聞 尼伯特颱風

颱風浪襲路段浪高觀測紀錄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提供資料所繪

此浪高觀測紀錄由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所提供，紀錄歷
年颱風浪襲多良段及南興段，當中央氣
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養護單位會進駐
守視該路段，並每小時回報浪高及路況
，在海側道路外側平台設置一浪高尺，
作為封路之判斷依據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2016/09/13 台9線南迴公路金崙至香蘭路段、台11線

東濱公路，屬易受浪襲攻擊路段
公路總局將派員駐點守視

<浪高10m,富岡燈塔攔腰斷>
蘋果新聞 莫蘭蒂颱風

颱風浪襲路段浪高觀測紀錄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提供資料所繪

此浪高觀測紀錄由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所提供，紀錄歷
年颱風浪襲多良段及南興段，當中央氣
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養護單位會進駐
守視該路段，並每小時回報浪高及路況
，在海側道路外側平台設置一浪高尺，
作為封路之判斷依據

 異常波浪災害資料蒐集
2016/9/25 台東南迴海域推起陣陣長浪，台9線南興

段掀起超標4公尺浪濤
封閉台9線439.8公里至441公

里南興浪襲路段
自由時報 梅姬颱風

2016/09/27 台9線南迴公路多良至南興 預警性封閉或浪襲路段管制
通行

聯合新聞 梅姬颱風

颱風浪襲路段浪高觀測紀錄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提供資料所繪

此浪高觀測紀錄由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養護
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所提供，紀錄歷年颱風浪
襲多良段及南興段，當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
警報時，養護單位會進駐守視該路段，並每
小時回報浪高及路況，在海側道路外側平台
設置一浪高尺，作為封路之判斷依據

 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通常學者對瘋狗浪的定義是波高大於二倍示性波高，或靜水面至波峰
高度大於1.1 倍示性波高的波浪。

在沒有湧浪的其況下，其波高分佈為窄頻波譜而會遵守雷利分布
(Rayleigh probability law)

• p 是波高H機率密度函數

• σ是靜水面的標準差

• 根據雷利分布 Hs=2 σ=1.6 Have

• 波高最高的機率為兩倍的適性波高 2Hs 或 1/81=0.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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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遠方天氣系統致使湧浪效應而構成瘋狗浪，所以考慮湧浪其波場則
會為一個正弦波+窄頻波場(a sine wave +a narrow-banded wave field), 波
高分佈會遵守

• p 是波高H機率密度函數

• σ是原本風浪水面的標準差

• S是代表湧浪的正弦波的振幅

• I0:為第一類修正貝索函數

• 若S=0波高的機率密度函數就會恢復成雷利分佈，因為I0(0)=1

(Wilbur B. Davenport, Jr., William L. Roo, 198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random signals and noise, New York : IEEE Press)

 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計算示性波高Hs的分佈

第一步先計算H0

假設 S =aσ =1.6σ 

以上積分等於1/3, H0/σ=2.3032並更新Hs(有湧浪)為2.92 σ

 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81

不同湧浪波高可以獲得最大波高

• Hs with swells of wave height S =1.2σ 

 異常波浪特性分析

• Hs with swells of wave height S =σ 

• 若無颱風，HMAX= 2Hs

• 若在遠處有颱風存在HMAX將改變
• 可先計算H1 ,再計算HMAX

故以此計算HMAX再對應模式之入射波高，即可得知相應之溢淹範圍

陳與郭(2005)以民前7年至民國89年的資料，包括臺灣堡圖、海岸
基本圖及遙測影像等海岸地形資料分析計算台東海岸線歷年侵淤情形
，藉以了解台東海岸近百年來之演變情形。其結果顯示臺東海岸民國
15年至99年間全段之海岸變化雖然侵淤互現，但海岸線平均退量則約
在59.4公尺至71.4公尺左右。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資料來源:陳與郭，2005，第27 屆海洋工程研討會海洋工程)

2011年經濟部水利署針對東部
海岸(自北太麻里橋至松子澗台
九線409k 處、香蘭段係指太麻
里溪出海口以南至松子澗台九
線409k 範圍)，調查了海象、
地形及河川輸沙並利用航空攝
影測量+LiDAR空載光達(空載雷
射掃描)方式執行，以探討海岸
地形變遷機制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2012，經濟部水利署第八河川局，台東海岸(太麻里段)環境營造改善計畫(2/2)

 太麻里海岸南、北兩段之地形侵淤變化多淤積於外海水深約-10~-200公
尺處，而在近岸處(5~-10 公尺)則多呈現侵蝕趨勢

 近10 年間(2001~2011 年)岸線變化趨勢最大在太麻里溪出海口處，歷
年河口岸線隨出海口位置移動，改變河口輸沙方向而變化，除河口區以
外，近年來香蘭段海岸線並無顯著增減趨勢，大致維持穩定

 太麻里溪河口輸沙多沉積於溪流入海口，而河口南北兩岸段之地形侵淤
變化則受地形與近岸流作用，近岸5~-10 公尺處多為侵蝕，於-10~-200
公尺則多淤積

本研究亦利用Google earth之衛星影像來進行海岸線地形變遷之
分析，假設無潮汐影響下，以歷年的衛星影像來判斷海岸線
 當波浪到達海邊時，因海水深度減少，故波浪的底部會被海底的摩

擦力影響而波速減緩，但是波浪的上部較不受影響，所以高處的波
浪速度較快，使的波浪越來越陡，終致破碎，就為碎浪，也可以說
碎波，據此來判斷碎浪的地方作為海岸線。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Google earth衛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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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始影像由Google earth按照衛星拍攝日期依序輸出，利用Matlab
進行影像分析，將原始影像轉換灰階二值圖，並利用邊緣檢測演算法
，最後就可以利用邊緣偵測以找出碎波處。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Google earth衛星影像轉換為灰階二值圖 利用灰階二值圖進行邊緣偵測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將各日期之海岸線疊繪於2005年之衛星影像圖，並分析其海岸線之變
化，利用像素值與比例尺之比例換算回實際距離，以南興地磅選取4測
線，分別為L1, L2, L3及L4觀察其地形之變化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南興地磅站各年之海岸線疊繪於2005衛星影像

以L1~L4測線計算海岸線與台9線之公路距離，從2005年至2014年L1斷
面其海岸線退縮了約70公尺，L4斷面退縮了近87公尺；其中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於2013年拍攝了6張衛星影像分別為2、3、6、7、10月
，L3斷面從2013年2月至3月海岸線向外推了20公尺，L3與L4斷面又從
2013年3月至6月海岸線向內退縮了20公尺，L1~L4斷面於2013年6月至7
月間海岸線向外推了近30公尺，隨後至10月又向內退縮了約20~28公尺
。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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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路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台 9 線南迴公路拓寬改善後續計畫」將計畫路線
安朔–草埔隧道段挖出之土石方用於台東海岸人工養灘，以保護受侵蝕之海岸公
路，本研究於106 年8 月9 日至臺東海岸公路受海浪威脅大武段及多良段再次進
行現場會勘

 臺東海岸地形變遷

大武漁港(本研究團隊攝) 大武漁港南側養灘現況(本研究團隊攝)

南興地磅站北側(439K+700)向南拍攝

 所謂異常波浪，學界唯一認同的定義就是大於兩倍示性波高的波，其
它特性則無共識。

 根據氣象局委託董東璟教授等人的研究，異常波浪 絕大多數都是對
稱(非成群)

 單一波浪 與地形的交互作用，有太多不確定性與偶然性，故採用規
則波進行模擬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異常波浪個別波之型態(董東璟教授提供)

tH

cH

tT

cT

(Ratio of Trough height to Crest height) t

c

H
RTC

H


波谷型
RTC > 1.5

波峰型
RTC < 0.67

對稱型
1.5 > RTC > 0.67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總數目
成群

波峰型
成群

波谷型
成群

對稱型
非成群
波峰型

非成群
波谷型

非成群
對稱型

新竹浮標 377
2

(0.5%)
2

(0.5%)
25

(6.6%)
23

(6.1%)
21

(5.5%)
304

(80.6%)

龍洞浮標 580
2

(0.3%)
5

(0.8%)
43

(7.4%)
24

(4.1%)
21

(3.6%)
485

(83.6%)

花蓮浮標 602
1

(0.1%)
0

(0.0%)
17

(2.9%)
26

(4.3%)
49

(8.1%)
510

(84.3%)

鵝鑾鼻浮
標

381
1

(0.2%)
0

(0.0%)
27

(7.0%)
8

(2.0%)
14

(3.6%)
331

(86.8%)

台東外洋
浮標

204
0

(0.0%)
0

(0.0%)
12

(5.8%)
14

(6.8%)
9

(4.4%)
169

(82.8%)

東沙浮標 137
0

(0.0%)
0

(0.0%)
8

(5.8%)
8

(5.8%)
2

(1.4%)
119

(86.8%)

七股測站 360
0

(0.0%)
1

(0.2%)
24

(6.6%)
17

(4.7%)
27

(7.5%)
285

(79.1%)

異常波浪個別波之型態(董東璟教授提供)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所取得現場觀測資料「歷年颱
風浪襲路段浪高觀測紀錄表」，皆有紀錄歷年颱風浪襲多良段及南興段，
當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時，養護單位會進駐守視該路段，在海側道路
外側平台設置一浪高尺，以人員觀測浪高，並每小時回報浪高及路況，作
為封路之判斷依據，浪高尺紅色部分為與道路平台切齊。

南興段(440K+800)處浪高尺(本研究團隊攝)

南興段(440K+800)處浪高尺(本研究團隊攝)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依據養護單位依歷史災情與災害紀錄所訂定預警值、警戒值、封路值作為

封路之判斷依據。(觀測浪高與模擬的基準不一樣)

設定浪高值 災害情形 處置作為

中央氣象局臺

東浮標測站之

觀測浪高值

現場觀測浪高值

預警值 3公尺 浪花波及路面

進駐守視並每

小時回報浪高

及路況

3.7公尺 3‐4公尺

警戒值 5公尺

浪花挾帶漂砂

波及小石塊

(φ5cm以下)
波及路面

進行外側車道

通行管制
5.6公尺 4‐5公尺

封路值 7公尺

浪花挾帶漂

砂、大石塊

(φ15cm以上)
及漂流物波及

路面

進行全線車道

通行管制
9公尺 5‐6公尺

交通部公路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大武工務段提供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南興段(441K+000)浪襲公路情形

除了原本波浪的衝擊力外還有挾帶的漂砂及石塊，對公路安全造成影響
，因原本所設置之消波塊底下的砂石被海流沖刷，導致消波塊沉降，因
此研究中模式模擬不考慮消波塊以作為最差狀況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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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在現場會勘時於南興段(441K+000)處，於道路靠近海側之擋土牆及護欄有
發現有受波浪衝擊致使水泥塊剝落之情形，可見挾帶的漂砂及石塊的波浪
衝擊力。

南興段(440K+900)水泥護欄受波浪衝擊剝落情形
左圖為向北拍攝，右圖為向南拍攝

 k-ε模式是最常見也最簡單且完整的紊流模式，

解兩個變數k與ε:其中k是紊流動能， ε是動能耗散率。

 k-ε模式具有很好的收斂速率和相對較低的記憶體要求，

許多工程應用中都頗受歡迎，適用範圍廣、耗費計算資源相對經

濟，且有合理的精度，因此在實際問題的模擬有十分廣泛的應用

本計畫須求解RANS方程式，並須結合一紊流模式(如k-ε模式)來封

閉方程組，故經仔細評估後，決定使用COBRAS (COrnell BReaking

wave And Structure)流體模式。

模式採用

異常波浪即令一開始未碎，最終溯上造成死傷的過程也可能碎波。在強
烈的混合攪動下，流體不可避免會呈紊流狀態，因此欲以數值模擬異常
波浪，必須考慮相關的紊流特徵。

 波浪溯上與溢淹特性分析

COBRAS模式介紹

本計畫使用COBRAS (COrnell BReaking wave And Structure)流體模式以
美國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發展的二維不可壓縮流體的數值模式「
RIPPLE」(Kothe 等人，1991)為基礎，經過Lin 和Liu加以修改後的版本
，為一2維垂直方向(2DV)的水動力模式，可用來計算波浪與結構物的交
互作用 (Lin and Liu，1998)，以及波浪與孔隙介質的交互作用(Liu 等人
，1999)。

 COBRAS(Cornell Breaking Wave and Structures) 模式為2維垂直方向
(2DV)的水動力模式，主要求解雷諾平均Navier Stokes (RANS) 方程
式和一個非線性的k-ε模組。本模式以NASA的RIPPLE模式為基礎，
經康乃爾大學對程式碼進行特定調整來處理碎波和孔隙流的問題。

連續方程式：

0

動量方程式：

1 1

COBRAS模式介紹

k-ε紊流閉合模式的控制方程如下：

2

其中

＝ 為紊流動能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為紊流消散率 (turbulence dissipation rate)

為渦流黏度 (eddy viscosity)

另外根據Rodi (1980)的建議值，將 、 、 、 四個經驗參數設定為1.0、1.3、
1.44以及1.92。

COBRAS模式介紹-模式特徵

 以FORTRAN撰寫

 使用VOF(Volume of Fluid)法來追蹤自由表面

 提供的連續錐形方程組來定義模式區域內的任意
障礙物和孔隙物。

 內建汙染濃度擴散模式

 由模式輸出資料可知壓力、渦度、紊流黏滯力、
動能、紊流消散、水平和垂直流速、自由表面的
構成、質量守恆以及水漫(overtopping)的體積。

 可設置障礙物和孔隙物質
由下列圓錐函數設定物質的範圍，孔隙物質另須
設定滲透性和孔隙率

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2013年海燕颱風威力強大，在龍洞海濱產生瘋狗浪，
造成八死八傷的慘劇。

 根據現場勘查與相關地形資料，2014年瘋狗浪事件發
生的地點與海面有相當距離(約有50公尺以上) ，中間
有礁臺相隔。

(董東璟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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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龍洞瘋狗浪事件之前後幾天的波浪資料，由上而下
分別是波高、週期與波向，事故地點附近的龍洞測
站資料顯示，事故發生之前後幾天波浪方向都是90
度左右

(董東璟教授提供)

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鼻頭角地區的Google Earth衛星圖與根據內政部海岸地
區DSM數值地形與海科中心的海底地形資料庫構成之
鼻頭角地區完整的數值地形
圖中之直線是數值地形上的截取位置

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數值模擬使用的一維數值地形：左側為外海，右側
為礁臺，最右側則是事故地點的階梯

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實測示性波高約2 m與週期約7至8 s，波向則接近由東向西

週期8秒波高2m的規則入射波

同樣週期的較大波浪

在礁臺邊緣與右側邊界產生的沖擊

數值地形最右側(代表發生事故的階梯)同樣
發揮了阻擋波浪、造成波浪向上沖擊的作用

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數值模擬使用的一維數值地形：左側為外海，右側
為礁臺，最右側則是事故地點的階梯

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右側事故地點的階梯改為開放邊界後的模擬結果

改為開放邊界後的模擬結果就不再有沖擊，自然也就不
能重現階梯附近波高特別大(即所謂瘋狗浪)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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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週期10秒波高3m的入射波與波在最右側向上沖擊近2 m

模擬測試-2013年龍洞瘋狗浪

將入射波波高進一步增加到4m，入射波週期同樣為10 s，模擬
結果最右側的階梯造成波浪向上沖擊近3m。可見瘋狗浪的溯
上並不是線性過程

數值地形最右側(代表發生事故的階梯)同樣發揮
了阻擋波浪、造成波浪向上沖擊的作用，此情況
如右圖於2016 年澳洲雪梨皇家國家公園瘋狗浪事
件

2016 年澳洲雪梨皇家國家公園瘋狗浪事件(來源Mail Online)

2016年10月21日海馬颱風小金門
掀5樓高巨浪(來源:三立新聞網)

• 瘋狗浪與波浪向上沖擊的作用關係密切

據此，以瘋狗浪的溯上過程進行數值模擬並將其研究方法應用於臺東海岸公路
，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數值模式

[影片] [影片]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數值地形

模式在多良段所使用的海域地形為海洋學門資料庫網格解析度0.12 分
之水深資料，如圖4.1。陸域地形資料是由內政部地政司所提供之5m 解
析度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數值地形資料

海洋學門資料庫解析度0.12 分之水深資料
台九線多良段附近5m 解析度的內政部
DEM 數值地形

台9 線多良段附近之海陸域整合數值地形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數值地形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數值地形-並結合高南工程處及西濱南工程處所提供之道路設計圖建立模式陸域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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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數值地形-並結合高南工程處及西濱南工程處所提供之道路設計圖建立模式陸域地形
挑選台9線多良段417K+715到419K+862之間地勢較低的區段為目標，建立異常波
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數值模式，共12個斷面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12個斷面的切線地形

南興段的模式地形部分同樣參考公路局所提供的南興段道路橫斷面圖資。從中
取出439K+700、440K、440K+260、440K+500、440K+740、441K、441K+240 等7 
站來建立道路橫斷面的陸域地形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Google Earth南興段7站位置(綠三角)

由水利署台東海岸（尚武段）監測調查計畫的等深
圖取南興段7 站所取的向岸方向近岸地形切線

同樣取水深介於0到32公尺的區域作為模式使用的海域地形，並從深度32公尺的
位置往離岸方向延伸6 個波浪周期所能傳播的水平距離作為模式入射波區，陸
域的道路平台地形則擷取公路設計圖的橫斷面圖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南興段7 站向岸方向的近岸地形

南興段440K+000 站橫斷面圖(取紅
色虛線提供模式內插陸域地

模式區域水平X 向和垂直Y 向的範圍因每個站的地形差異而有所不同。
網格解析度在X 方向為1m，而Y 方向解析度除了入射波高為5m 和6m
時，解析度各為0.3m、0.4m 之外，其他情況皆為0.5m。

年份 編號
中文
名稱

英文名稱
侵臺
路徑
分類

警報期間
近臺
強度

近臺
警報
發布
報數

最低氣
壓(hPa)

最大風
速(m/s)

7級風暴
風半徑
(km)

10級風暴
風半徑
(km)

2016 201619	艾利 AERE ‐‐‐
2016‐10‐05	11:30
2016‐10‐06	14:30	

輕度 998 18 120 ‐‐‐ 10

2016 201617	梅姬 MEGI 3
2016‐09‐25	23:30
2016‐09‐28	17:30	

中度 940 45 250 100 23

2016 201616	
馬勒
卡

MALAKAS ‐‐‐
2016‐09‐15	23:30
2016‐09‐18	08:30	

中度 940 45 180 60 20

2016 201614	
莫蘭
蒂

MERANTI 7
2016‐09‐12	23:30
2016‐09‐15	11:30	

強烈 900 60 220 80 21

2016 201601	
尼伯
特

NEPARTA
K

4
2016‐07‐06	14:30
2016‐07‐09	14:30	

強烈 905 58 200 80 25

CWB颱風資料庫http://rdc28.cwb.gov.tw/TDB/ntdb/pageControl/ty_warning?list=2016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式設定

在2016年尼伯特、莫蘭蒂、馬勒卡以及梅姬颱風通過期間，水利署位於臺東
外海的浮標(東經121.14度、北緯22.722度)所觀測的示性波高和尖峰周期

CWB颱風資料 http://rdc28.cwb.gov.tw/TDB/ntdb/pageControl/ty_warning?list=2016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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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1km，水深30m
網址:http://140.116.133.165/comcdata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式設定

水利署位於臺東外海的浮標(東經121.14度、北緯22.722度)浮標測站

水利署臺東外海浮標於2016年颱風期間觀測的示性波高(Hs)和尖峰周期(Tp)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式設定

COBRAS 模擬條件

空間解析度X向為1m、Z向為0.5m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選擇8、9、10、11和12m等5種波高作為多良段的入射波高，而南興段則使用選擇5、6
、7、8 和9m等5種入射波高。波浪的入射週期皆使用10到16秒等7種週期
搭配在-1.5到2m範圍且間隔0.5m的初始水位作為潮位，對多良段12 個站和南興段7 
個站進行浪襲道路的模擬

COBRAS 模擬條件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選擇8、9、10、11和12m等5種波高作為多良段的入射波高，而南興段則使用選擇5、6
、7、8 和9m等5種入射波高。波浪的入射週期皆使用10到16秒等7種週期
搭配在-1.5到2m範圍且間隔0.5m的初始水位作為潮位，對多良段12 個站和南興段7 
個站進行浪襲道路的模擬

潮位為當地平均潮位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過程

418K+860站的模擬(模擬條件：波高10m、週期16秒連續
入射正弦波且初始水位為2m )

多良(部分溢淹)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過程

418K+860站的模擬
(模擬條件：波高12m、週期16秒連續入射正弦波且初始水位為2m )

多良(全部溢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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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過程

440K+000 潮位1.5m 入射波高8m  入射週期15s

南興(全部溢淹)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結果

419K+820站的模擬期間VOF空間分布最大值。(模擬條件
：波高12m、週期16秒連續入射正弦波且初始水位為2m )

多良段因為有12 個站不同的邊界入射波高、波浪周期以及初始水位條件，所以共進
行640個浪襲道路平台的情境模擬，640個情境中有141個情境發生道路溢淹，其中溢
淹範圍達整個路寬的情境約佔76%(107 個)，主要是海浪溯上後的水體持續往道路內
側流動所致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結果
在多良段有141個道路溢淹的情境在12 個站的分布。由分布可知道路溢淹的情境在2 
個以下的站包括418K+660、419K+100、419K+140、419K+580、419K+600 等5 個站，
亦即相對於其他7 個站，這5 個站較不易受浪襲影響，而這些站的道路平台高程也是
相對高於其他7 個站。溢淹情境最多的站在419K+820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結果

南興段440K+000站的模擬期間VOF空間分布最大值。

南興段有因應7個站的不同入射波高、波浪周期以及初始水位條件，所以共進行781個浪
襲道路平台的情境模擬，781個情境中有534 個情境發生道路溢淹，其中溢淹範圍達整個
路寬的情境約佔85%(453 個)

南興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結果
在南興段大致上溢淹件數由439K+700 站往441K+240 站方向減少，可能與各站的道路
平台高程有直接關係。441K+240站除了平台高程最高之外，其原本地形的道路平台離
岸距離為四十幾公尺，而其他6站為二十幾公尺。高程高與離岸距離遠使441K+240 站
有僅20 個情境發生溢淹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與2016年尼伯特及梅姬期間公路局所提供南興段440K+000附近的岸邊觀測浪高，並與情
境條件近似的接近道路平台的溯上水位作比較。情境對應的方式根據水利署臺東外海浮
標資料的2倍示性波高、尖峰週期以及大武漁港的觀測潮位。

大部分的情境溯上水位都超過觀測浪高。

 模擬結果

2016 年尼伯特颱風期間在南興段440K+000 的
岸邊觀測浪高和接近道路平台的情境溯上水位

2016年梅姬颱風期間在南興段440K+000 的岸
邊觀測浪高和接近道路平台的情境溯上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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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結果
尼伯特颱風2016年7月7日10點 黃燈
440K+000情境
(潮位0.5m、波高7m 、週期14秒)

尼伯特颱風2016年7月7日9點 紅燈
440K+000情境
(潮位1m、波高6m、週期14秒)

梅姬颱風2016年9月26日11點 綠燈
440K+000情境
(潮位0m、波高8m、週期12秒)

梅姬颱風2016年9月26日12點 紅燈
440K+000情境
(潮位0.5m、波高8m、週期16秒)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模擬結果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根據多良段與南興段的情境模擬結果，本文制定浪襲海岸公路警戒等級的燈號顏色所
表示的意義，除了提供相關防災單位作為警戒發布的參考，也便於防災人員的使用與
民眾的宣導認知。燈號顏色的定義如下

 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

灰色：缺少示性波高、尖峰週期或潮位等外海觀測值

路面

海水

邊
坡

1m

安全

預警

警戒

封閉

安全：接近道路平台的溯上水位低於道路平台高程-1m
預警：接近道路平台的溯上水位高於道路平台高程-1m
警戒：海水溯上致路面，部分路面出現溢淹
封閉：海水溯上致路面，整個路面出現溢淹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目前港研中心已提供SWAN(Simulating WAves Nearshore)模式和COHERENS
(COupled Hydrodynamical Ecological model for REgioNalShelf seas)模式
在多良段和南興段外海約30m 水深處的示性波高、尖峰週期和潮位預報值

 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

選取2015年8月7日TaiCOMS作業化風場

WA02及WA03之模擬結果與水利署台東資

料浮標外海波浪觀測資料進行比較，颱風

登陸前波高變化趨勢與觀測資料相當一致

，針對颱風登陸期間模式最大波高預測值

有明顯偏小現象(誤差約2m)，颱風登陸後

，模式波高預測值則呈現偏大現象，直致

颱風遠離後模式波高預測值與觀測值再度

漸趨一致。在波浪週期方面，模式模擬值

於8月7日後與觀測值漸趨一致

劉正琪博士提供
台東資料浮標觀測結果與模式模擬結果之比較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

上述預報值可對應情境的結果產生多良段12 站與南興段7 站的海岸
公路海浪警戒預報檔給港研中心

第1 到4 欄：年、月、日、時
第5 到7 欄：依序為預報的示性波高(m)、尖峰週期(sec)和潮位(m)
第8 欄：由第5 欄示性波高所對應的情境波高(m)
第9 欄：由第6 欄尖峰周期所對應的情境週期(sec)
第10 欄：由第7 欄潮位所對應的情境潮位(m)
第11 到31 欄：第11 到13 欄各為里程編號439K+700 的燈號、接近道路平台的溯上水位(m)
以及道路靠海側起算的溢淹距離(m)。與第11 到13 欄意義相同，剩下的欄位依序分別屬於
里程編號440K+000、440K+260、440K+500、440K+740、441K+000、441K+240。
32 欄：7 個里程編號中出現的最大燈號值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之視窗以網頁形式作為顯示

 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

預警燈號：可展示該路段各斷面預警燈號，預設為該路段最大值

波高：展示台東浮標之觀測與模擬值，以及
南興段外海波高模擬值

潮位：展示大武漁港潮位站之觀測值，以及南興段外海潮位模擬值

http://isohe.ihmt.gov.tw/station/display/Taitung-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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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由下至上分別為潮位、波高及各路段的顏色燈號，其中潮位有觀測值及模擬值
，波高有臺東浮標的觀測值與模擬值，顏色燈號可以選擇各里程編號作為預報
輸出。其原養護單位係已派人駐守現場觀測波浪及路況作為封路之標準判斷，
因此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可以作為封路決策之依據

 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

http://isohe.ihmt.gov.tw/station/display/Taitung-1.aspx
http://isohe.ihmt.gov.tw/station/display/Taitung-2.aspx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南興段

異常波浪容易致災區段之波浪溯上與溢淹數值模式建立

 海岸公路海浪警戒預報
http://isohe.ihmt.gov.tw/station/display/Taitung-1.aspx
http://isohe.ihmt.gov.tw/station/display/Taitung-2.aspx

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系統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數值模擬技術為主軸，蒐集了易致災之區段，並分析了異常波浪的

特性

• 以台9 線多良段417K+715到419K+862之間選取的418K+660到419K+140以及

419K+580到419K+820兩個高程較低的區間作為模擬目標，

• 南興段以439K+700、440K、440K+260、440K+500、440K+740、441K、

441K+240等7 站

• 建立異常波浪容易致災之區段的長浪溯上數值模式，透過模擬可了解在何

種波浪條件之下可能遭受的威脅，以以網頁形式作為顯示臺東海岸公路通

行安全預警之視窗，可提供公路單位作為道路通行安全的評估和道路暫時

封閉的參考。

結論與建議

結論與成果

1. 呈現瘋狗浪溯上的數值模擬結果，顯示數值模式COBRAS可以相當程度描

述2013 年海燕颱風鼻頭角瘋狗浪事件，而數值地形最右(西)側的階梯造

成波浪向上衝擊應該是瘋狗浪模擬最重要的要件；也分析有無湧浪所產

生的機制，不同湧浪波高可以獲得最大波高，若無颱風的情況下，

HMAX=2Hs，而在遠處有颱風存在HMAX將改變。

2. 蒐集異常波浪及海岸公路的新聞資料以關鍵字「瘋狗浪+公路」、「瘋狗

浪+台東」、「瘋狗浪+台9 線」、「浪襲+台東」、「浪襲+台9線」、「

颱風+富岡+多良+大武」作為檢索並分析找出易致災之路段，其結果為南

迴公路(台9線)為多良段(419公里至422公里)至南興段(台9線439.8公里

至441公里)，因離海岸近，較常受颱風海浪影響，常為公路總局公告之

浪襲路段

結論與建議

結論與成果

3. 共進行多良段640個及南興段781 個之浪襲道路平台的情境模擬，結果顯

示入射波高越高，入射週期越大，初始水位值越高的情境下越容易產生

溢淹。亦大致顯示平台高程越低越容易產生溢淹。多良段640個情境中有

141個情境發生道路溢淹，其中溢淹範圍達整個路寬的情境約佔76%(107 

個)，南興段781個情境中有534個情境發生道路溢淹，其中溢淹範圍達整

個路寬的情境約佔85%(453個);建立臺東海岸公路通行安全預警之視窗，

可提供交通部公路總局及相關單位作為道路通行安全的評估和道路暫時

封閉的參考

謝謝聆聽 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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