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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流資料蒐集、處理及分析 

1.1 海流觀測位置及儀器安置 

1.1.1 基隆港海流觀測位置及儀器安置 

海流之觀測本中心於 2001年 6月中旬安置挪威 NORTEK公司之

剖面海流與表面波浪(波高、週期及波向 )即時傳送監測系統

(AWCP)，安裝在基隆港東防波堤堤頭外水深 44公尺處，如附圖 1.1

及照片 1.1。 

1.1.2 台北港海流觀測位置及儀器安置 

海流之觀測數據取自淡水觀測樁水下 5米之 Inter Ocean公司生產

之 S-4ADW 潮波流儀，該儀器可同步觀測 VE、VN及水位變化等資

料，並得以求出波浪、海流及水位變化，測站位置為 25°10’44”N，

121°22’41”E，如附圖 1.2及照片 1.2。 

1.1.3 安平港海流觀測位置及儀器安置 

海流之觀測數據取自安平觀測樁水下 5米之 Inter Ocean公司生產

之 S-4ADW 潮波流儀，該儀器可同步觀測 VE、VN及水位變化等資

料，並得以求出波浪、海流及水位變化，測站位置為 22°56’37”N，

120°08’ 10” E (WGS-84)，如附圖 1.3及照片 1.3。 

1.1.4 高雄港海流觀測位置及儀器安置 

高雄港以往的各項觀測工作均是視工程需要才臨時設立觀測站，

但海象觀測應該是屬於長期的觀測，所以本中心已在八十九年度成

立預算購置挪威 NORTEK 公司之剖面海流與表面波浪(波高、週期

及波向)即時傳送監測系統(AWCP)，2000年 12月中旬經會勘後選定

在高雄一港口與二港口間亦即高雄市中區污水處理廠附近海域，如

圖 1.4，以進行長期觀測。2001年 6月 23日奇比颱風經過形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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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環流影響以致海底電纜遭受到外力拉扯受損後，暫時以自記

方式量測，資料狀況良好。 

1.1.5 花蓮港海流觀測位置及儀器安置 

本中心在花蓮港東防波堤往南延長 380 公尺水深 34 公尺處，於

2000年 9月 8日安裝挪威 NORTEK公司之剖面海流與表面波浪(波

高、週期及波向)即時傳送監測系統(AWCP)，如附圖 1.5。 

1.1.6 澎湖鎖港海流觀測位置及儀器安置 

本中心於 2000年 6月於鎖港外海北側水深約二十公尺設置海流觀

測站(稱北測站) ，如附圖 1.5之 A點，位於北緯 23�32’24”東經 119

�37’10”位置。波浪觀測儀器為電磁式潮波流儀 SP2160，潮波流儀

安裝於底床不鏽鋼架上，測站四周設置三具大型浮標燈，如照片 1.4

及照片 1.5，夜間自動閃爍，避免船隻碰撞。 

1.2 海流資料處理 

1.2.1 基隆港海流資料處理 

剖面海流流速的量測可以依照使用在不同水深即自固定在海床上

之儀器位置到水表面來設定量測不同的間距，基隆港觀測站水深 44

公尺間距設定為 2公尺；每小時連續量測 600秒，再將總和平均代

表其數樣每一間距層之海流流速、流向等資料，記錄在感應器內，

並每隔 1 小時經由海底電纜傳訊回接收站之電腦中儲存。觀測海流

資料記錄時間統計表如第二章附表 2.1。 

1.2.2 台北港海流資料處理 

海流觀測使用 Inter Ocean公司生產之 S-4ADW潮波流儀，裝設深

度為水下 5米處，讓儀器收取每小時之前 10分鐘之 VE、VN速分量；

取樣頻率為 2Hz，所得之數據加以平均得出該小時之平均流速、平

均流向等資料。觀測海流資料記錄時間統計表如第二章附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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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安平港海流資料處理 

海流觀測使用 Inter Ocean公司生產之 S-4ADW潮波流儀裝設深度

為水下 5米處，讓儀器收取每小時之前 10分鐘之 VE、VN速分量；

取樣頻率為 2Hz，所得之數據加以平均得出該小時之平均流速、平

均流向等資料。觀測海流資料記錄時間統計表如第二章附表 2.3。 

1.2.4 高雄港海流資料處理 

剖面海流流速的量測可以依照使用在不同水深即自固定在海床上

之儀器位置到水表面來設定量測不同的間距，高雄港觀測站水深 19

公尺，間距設定為 1公尺；每小時連續量測 600秒，再將總和平均

代表其數樣每一間距層之海流流速、流向等資料，記錄在感應器內，

並每隔 1 小時經由海底電纜傳訊回接收站之電腦中儲存。觀測海流

資料記錄時間統計表如第二章附表 2.4。 

1.2.5 花蓮港海流資料處理 

剖面海流流速的量測可以依照使用在不同水深即自固定在海床上

之儀器位置到水表面來設定量測不同的間距，花蓮港觀測站水深 34

公尺，間距設定為 2公尺；每小時連續量測 600秒，再將總和平均

代表其數樣每一間距層之海流流速、流向等資料，記錄在感應器內，

並每隔 1 小時經由海底電纜傳訊回接收站之電腦中儲存。觀測海流

資料記錄時間統計表如第二章附表 2.5。 

1.2.6 澎湖鎖港海流資料處理 

海流記錄方式為將資料直接儲存在記憶體內，取樣間隔設為 10

分鐘，儀器收回後經 REASER2995由傳入個人電腦中，再進行過濾，

初步檢查資料品質，修正謬誤數值，篩選不良記錄後，經分析整理

後得到海流之 10分鐘平均、一小時平均、低通數值過濾後，整理而

得。觀測海流資料記錄時間統計表如第二章附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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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流資料分析 

影響近岸域之流場，主要外力有潮汐作用、波力、風力等。潮汐

可視為一種淺水長波，其引致之流場稱為潮流，潮流一般較為規則

化。風剪力所引起之流場稱為風吹流，其影響之深度有限，而颱風

產生之暴潮及流況則較複雜。另將波浪視為一外力，其引致之流場，

稱為沿岸流，波場本身即為一複雜之現象，因此沿岸流較為複雜。

影響流場之因素尚有流體剪應力、科氏力、地形邊界效應、底床摩

擦力等項目，而流體密度變化、濃差效應，除某些特定地區造成較

大影響，一般實際情形影響不大。 

海流水位資料分析結果分別依調查月份整理如下之圖表： 

1.逐時流速( sec/cm )及流向(去向)月報表，如第三章，表中包括日平

均流速、月平均流速，日最大流速(流向)，月最大流速(流向)。 

2.每月海流之流速( sec/cm )，流向(去向)、東西分量流速( EV )，南北分

量流速 ( NV )，沿岸分量流速( AV )及向離岸分量流速( CV )逐時變化

圖，如第四章，其中流向指流之去向，東西分量流速、東分量為

正，西分量為負，南北分量流速，北分量為正，南分量為負，向

離分量、離岸分量為正，向岸分量為負，沿岸方向，以人面向大

海右手方向為正，左手方向為負。流速以 cm/s 為單位。 

3.每月流速( sec/cm )及流向(去向)聯合分佈百分比統計表，如第五章。 

4.每月流速( sec/cm )及流向(去向)重要統計量統計表，如第六章。 

5.每月海流玫瑰圖，如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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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基隆港觀測站儀器安裝位置圖 

 

 
                圖 1.1 基隆港海流觀測站位置圖 

AWCP 觀測儀器 

基隆港信號台(AWCP接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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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1   AWCP外觀及介面箱正面配置圖 



 

1 - 7 

 

 

 

 

 

 

 

 

 

 

 

 

 

 

 

 

 

 

 

  

 本中心觀測樁位置 

 
圖 1.2  台北港海流觀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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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2  台北港觀測樁(海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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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安平港海流觀測站位置圖 

安平海上觀測樁(安平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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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3  安平港觀測樁(海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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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高雄港觀測站儀器安裝位置圖

 

 

 

 

 

 

AWCP觀測位置圖 

圖 1.4 高雄港海流觀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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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花蓮港海流觀測站位置圖 

白燈塔 AWCP接收發射站 

AWCP觀測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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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澎湖鎖港海流觀測站位置圖 

 

海流觀測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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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4 安裝於海底鋼架之潮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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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5 測站警示浮標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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