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星遙測在台中港海岸變遷偵測之應用研究
	目錄
	摘要
	目錄
	圖目錄
	表目錄
	第一章  研究主旨及背景
	第一主題：海岸變化與衛星影像相關性解析

	第二章  潮汐與海岸線變化關係及海岸地區變遷之偵測
	2.1 潮汐與海岸線變化之關係
	2.2 海岸長時間之變遷偵測
	2.3 台中港區海岸變遷偵測
	2.4 水線測量
	第二主題：海域海象之衛星影像特性研究

	第三章  衛影像與水質調查分析
	3.1 水質採樣
	3.2 採樣結果分析與討論
	3.3 衛星影像與水質關係

	第四章  衛星影像海面波譜分析
	4.1 衛星影像與波譜之分析
	4.2 研究方法
	4.3 結果及討論

	第五章  衛星遙測應用於海域油污染範圍之偵測
	5.1 基本理論介紹
	5.2 研究方法及內容
	5.3 結果及討論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文獻

	圖目錄
	圖2.1.1 1994/1/11 臺中港北區(上)及南區(下)衛影像潮位480cm
	圖2.1.2 1994/2/3 臺中巷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101cm面積5.8884k㎡
	圖2.1.3 1994/2/3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101m面責6.6103k㎡
	圖2.1.4 1995/10/31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77cm面積7.3198k㎡
	圖2.1.5 1995/10/31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77cm面責7.1021k㎡
	圖2.1.6 1993/12/8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113cm面積6.5492k㎡
	圖2.1.7 1993/12/8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113cm面積6.5518k㎡
	圖2.1.8 1994/9/2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面積7.1725k㎡
	圖2.1.9 1994/9/2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面積6.6503k㎡
	圖2.1.10 1994/8/25 臺中港北區衛星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270cm面積3.5667k㎡
	圖2.1.11 1994/8/25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270cm面積2.3289k㎡
	圖2.1.12 1996/1/30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248cm面積4.3515k㎡
	圖2.1.13 199/1/30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248cm面積3.8351k㎡
	圖2.1.14 1993/12/24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265cm面積3.9175k㎡
	圖2.1.15 1993/12/24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265cm面積3.2556k㎡
	圖2.1.16 1994/11/1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370cm面積1.6678k㎡
	圖2.1.17 1994/11/1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370cm面積0.9701k㎡
	圖2.1.18 1995/3/4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349cm面積1.7106k㎡
	圖2.1.19 1995/3/4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349cm面積1.9975k㎡
	圖2.1.20 1994/6/8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443cm面積0.4964k㎡
	圖2.1.21 1994/6/8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443cm面積0.1448k㎡
	圖2.1.22 1994/1/27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461cm面積0.2057k㎡
	圖2.1.23 1994/1/27 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上)及測試區(下)潮位461cm面積0.1326k㎡
	圖2.1.24 潮位與沙灘面積變化(北區)
	圖2.1.25 潮位與沙灘面積變化(南區)
	圖2.1.26 利用不同潮位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計算坡度變化
	圖2.1.27 利用不同潮位臺中港南區衛星影像計算坡度變化
	圖2.2.1 臺中港北區衛星影像長時間變遷偵測
	圖2.3.1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1972/11/01)
	圖2.3.2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1986/10/03)
	圖2.3.3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1993/12/24)
	圖2.3.4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1995/10/31)
	圖2.3.5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分類圖(1972/11/01)
	圖2.3.6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分類圖(1986/10/03)
	圖2.3.7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分類圖(1993/12/24)
	圖2.3.8 臺中港區衛星影像分類圖(1995/10/31)
	圖2.3.9 每一類別隨時間變化之曲線圖
	圖2.4.1 測量當日衛星影像(1996/01/30)及相關點位位置
	圖2.4.2 實測所得水線位置及水線附近相關點位
	圖2.4.3 直接由影像判識所得之水線與現場測量所得水線位置之比較
	圖3.2.1 1995/10/31 台中港海域採樣點位置圖
	圖3.2.2 1994/10/16 台中港域採樣點位置圖
	圖3.2.3 中層濁度與總懸浮固體之關係
	圖3.2.4 表層濁度與總懸浮固體之關係
	圖3.2.5 表層、中層濁度與總懸浮固體之關係
	圖3.3.1 1994/10/16 XS1 以(3.1)式所得之迴歸分析圖
	圖3.3.2 1995/10/3 XS1 以(3.1)式所得之迴歸分析圖
	圖3.3.3 1994/10/16 臺中港海域SS值估計圖
	圖3.3.4 1995/10/31 臺中港海域SS值估計圖
	圖4.1.1 典型的海面波紋星影像
	圖4.1.2 演算法流程圖
	圖4.2.1 含有水色變化的波紋影像
	圖4.2.2 圖4.2.1經top-hat transformation處理後的結果
	圖4.2.3 圖4.2.2 經機率型鬆弛法運算後之結果
	圖4.2.4 圖4.2.3 之二元化影像
	圖4.3.1 波場波向變化圖(以臺中港為例)
	圖5.2.1 灰度值形態學中，灰度曲面經過開運算與閉運算後之結果
	圖5.2.2 LoG的point spread function在x、z剖面上之圖形
	圖5.2.3 研究中所使用之LoG運算元
	圖5.2.4 研究中所使用fx(X，Y)的函數形式
	圖5.2.5 研究中所做用fx(X，Y)的函數形式
	圖5.3.1 原始影像涵蓋之地理位置
	圖5.3.2 Level 8全幅影像，其中方格區域為實驗區範圍
	圖5.3.3 實驗區影像
	圖5.3.4 經過萃取油污之變化灰度範圍內影像
	圖5.3.5 閉合運算後之影像，可看出有效的消除了非建設性干涉所造成之影像斑駁
	圖5.3.6 利用LoG運算元進行偵測所得之影像上凹位置，亦即可能油污區塊
	圖5.3.7 油污區塊位置
	圖5.3.8 將油污區塊覆疊於原SAR影像上之結果
	圖5.3.9 將油污邊界覆疊於原SAR影像上之結果
	圖5.3.11 油污區塊之相關地理位置圖

	表目錄
	表2.1.1 沙灘面積與潮汐變化關係
	表2.3.1 各類別在不同時間所獲取之影像上，所占有的面積
	表2.4.1 測量成果列表
	表3.1.1 採樣計畫攜帶器材一覽表
	表3.2.1 1995/10/31 台中港外海採樣記錄
	表3.2.2 1994/10/16 台中港外海採樣點檢驗結果
	表3.3.1 1994/10/16 及1995/10/31 SPOT 之Gain 及Offset 值
	表3.3.2 利用1994/10/16 XS1及1995/10/31 XS1進行迴歸分析所得之參數
	表4.1.1 Length and time scales of ocean surface wa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