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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對碼頭岸壁淘刷之探討 

鍾英鳳  高雄港務局規劃科科長 

一、前言 

在港灣活動之船舶有港勤船及

商船等兩類，港勤船包括拖船、消防

船、挖泥船、起重船、加油船、給水

船、清潔船、駁船、帶解纜船等；貨

船依其載運之種類可分為客船、客貨

船、貨船；而貨船亦可依據承運貨物

種類之不同又再分為雜貨船、散裝

船、冷凍船、貨櫃船、木材船、液體

貨船、車輛運輸船、笨重船、油輪等。

每一種船舶都有其裝卸、操航之特

性，且船舶之特性、種類、尺寸、引

擎、操航方式，隨著時代之進步及運

輸產業型態之演變而產生變化。相對

的提供繫靠之港灣結構、設施亦將隨

船舶變化而需有不同之構造予以回

應，以求能夠達到效率、安全、經濟

之營運目標。 

在競爭激烈之航運市場中，為求

提升船舶之運輸能力以爭取更多貨

源，有效利用船舶以增加營運收入，

同時降低造船、營運成本之考量下，

商船有朝向大型化、高速化、專業

化、自動化之趨勢（張，2005）。為

因應此一趨勢，世界各港對於碼頭及

航道紛紛採取新闢港區，或採舊有碼

頭、航道改建加深之策略以因應。然

亦有部分港口基於目前碼頭營運繁

忙或剛完成不久，水深需求差異不

大，或是基於無預算等種種原因，無

法立即改建加深，而採取利用操船技

術、潮差或加強維護浚挖以降低餘裕

水深等方式以因應。 

在船舶方面，為達到高速化之需

求，不僅裝卸作業時間短，同時對於

船舶亦需達到行進快速，同時靠離碼

頭之時間亦應予以縮短並降低拖船

之使用，以節省時間及成本。因此船

舶引擎之馬力越來越大，而船尾之螺

旋槳直徑隨之變大。同時為快速、安

全及減少拖船(tug)之使用，船舶亦

開始於船艏、船艉裝設側向推進器

(bow  thrusters)，藉由推進器及尾

部之螺旋槳來迅速移動船舶及改變

方向，來進出港口與靠離碼頭。此一

改變，造成為推動船舶螺旋槳及推進

器轉動而產生之噴射水流速度、強度

及影響範圍加大。當噴射水流衝擊至

岸壁或海床，將造成岸壁或海床之淘

刷，使結構基礎掏空且海床因噴射水

流沖刷及沈積效應而使海床呈現高

低起伏之地形，進而影響港埠結構及

船舶航行安全。而所有船舶中，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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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容易造成沖刷情形者，以渡輪

(ferry)、駛上駛下船（ro-ro vessel）

及貨櫃輪(container ship)最為常

見。隨著船舶之大型化有關岸壁沖刷

報導國外時有所聞；如 Bergh and 

Cederwall(1981)在調查瑞典18個港

口中發現有 16 個港口有螺旋槳導致

海床淘刷之情形。Quarrain (1994)

指出英國有 42％之海港受螺旋槳淘

刷之影響； Bergh and Cederwall 

(1981)指出瑞典有 25 處碼頭結構因

螺槳沖刷造成損壞。Chait (1987)發

現南非之港口有許多沖刷損壞之情

形。但在國內迄今上甚少見到對此一

問題之探討。唯由高雄港之水深測量

圖分析則見多處岸壁及船席淘深之

現象，可見推進器及螺槳之噴射水流

造成碼頭基礎、航道、迴船池之淘刷

是屬世界各港口共同需面對之問題。 

二、船舶大型化及對碼頭之影響 

目前航運之趨勢，貨櫃運輸已漸

成為主流，世界各地貨櫃量年年均呈

現成長之趨勢。同時在激烈之競爭

下，貨櫃運輸講求效率及成本，貨櫃

船(Container vessels)亦因此朝向

大型化及高速化。依據韓國「三星重

工」表示，一艘 9,000 TEUs 級全貨

櫃輪與同時使用二艘4,500TEUs級全

貨櫃輪比較，其可節省運費約

17.7%；因此世界各地航商均競相投

資興建大型貨櫃輪以爭取營運之優

勢。依據目前資料顯示，目前 MSC已

有 9,178TEUs 之貨櫃船加入營運；而

Cosco 亦已向現代重工（HHI）訂造 8

艘 10,000TEUs 級全貨櫃輪，吃水深

達-14.5 公尺，並預計於 2007 年參加

營運；另亦有航商訂製 13,000TEU 之

貨櫃輪，並預計於 2009 年交船。未

來可能會有 18,000TEUs，吃水深為

21M之貨櫃船出現。另依據Friedrich

（2004）提出 18,000TEUs 未來吃水

深為-15.7M（如表 1）。雖然未來大型

貨櫃輪吃水深之發展趨勢，越來越深

或是會止於一水深，各有不同之看

法，但船舶大型化及吃水深將超過

-14M 是無庸置疑的。 

表 1：未來貨櫃船可能之型態 

Capacity

(TEU) 
type Source L(m) b(m) T(m) V(kts) P(mw) 

8,000 Single Screw HDW(1996) 325.00 46.00 13.0 25.3 68.6 

9,200 Single Screw Samsung(2005) 321.00 45.60 15.0 25.0 68.6 

10,000 Single Screw HSVA 360.00 50.00 14.0 25.5 80.0 

10,000 Single Screw MARIN-Wartsila 349.00 49.00 14.0 25.0 80.0 

12,000 Single Screw MAN B&W 380.00 52.50 14.6 25.5(?) 85.8 

12,000 Twin Screw MAN B&W 380.00 52.50 14.6 25.5(?) 2*42.8 

12,500 Twin Screw BV/KV Hansen 378.00 54.20 14.5 ? 2*40.0 

18,000 Twin Screw MAN B&W 450.00 60.00 15.7 25.5(?) 2*51.4 

資料來源 Friedrich Mewis, Hilmar Klug（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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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水深之決定應考量設計當

時及未來將服務之船型所需吃水

深，並依據設計規範之要求加上餘裕

水深以訂出。依據交通部頒佈之港灣

構造物設計基準-碼頭設計基準及說

明，「碼頭之設計水深應依碼頭之計

畫水深（船舶吃水深），考量碼頭之

結構型式、現地之水深、地質條件、

施工法、施工精度及碼頭沖淤之情形

決定；通常設計水深為計畫水深與餘

裕水深之和」。據此規定及該基準中

參考表所示，許多碼頭設計水深通常

比船舶吃水深再加上約百分之十之

餘裕水深，以避免船舶運動產生俯

仰、搖擺撞擊海床，及提供船席淤積

及濬挖與測量之誤差等。例如目前設

計水深 14M 之碼頭，其餘裕水深大約

為 1.3M；即碼頭實際上是提供吃水深

12.7M 之船舶靠泊。 

但在船舶大型化之潮流下，如果

碼頭、航道無法及時改建加深，但又

要合乎船舶吃水深之需求，通常最經

濟快速之因應對策為減少餘裕水深

中之淤積量與測量誤差值；因其可簡

單的藉由增加濬挖與測量之精度、頻

率，或改進濬挖及測量之設備（如將

測量儀器由單音束改為多音束等方

式）來達成。但在作業繁忙之碼頭，

濬挖及測量工作常因船席無法騰空

而使工作無法執行，導致水深不足而

無法達到航商需求，引起航商之不

滿。另降低容許淤積量之結果將因淤

積土沙厚度不大，導致浚挖效率不佳

且成本非常高昂。如國內目前常見之

挖泥船機-吸管式或抓斗式挖泥船均

無法短期有效達到濬挖之需求。另又

因海上浚挖工作因受到潮汐、波浪等

作用，其濬挖深度之精度將隨水深越

深而誤差越大，很難控制到像陸上施

工之標準。再者，港區水域內，漂沙

量隨著波浪、海流而持續進入港內並

沈積於航道與船席；故淤積厚度亦將

視漂沙量之多寡而定，對於漂沙盛行

之地區，漂沙產生之淤積量實不可忽

視。 

另基於效率及節省成本之因素

下，船舶講求大型化、操航便利及快

速性，因此船艉螺旋槳越來越大，船

艏、艉裝設側向推進器已成目前船舶

之標準配備。在餘裕水深減少之情形

下，船舶之船尾螺旋槳及推進器距離

海床之距離越來越近；尤其是在滿載

且低潮位時更為接近。在此一情況

下，船舶靠離碼頭動俥及使用艏、艉

側向推進器時，因螺旋槳旋轉產生之

噴射水流將造成海床淘刷與淤積之

現象，使局部海床面呈現凹凸不平之

情形。凸起淤積部分水深將可能比計

畫水深淺，造成不符船舶停靠之需

求；另船舶停靠及運動時所產生俯

仰、搖擺、轉動等運動將有可能會使

船舶發生觸底，造成船舶航行危險之

疑慮。其次對於水深不足之部分，因

其散佈之面積很小，厚度不大，對此

局部且厚度不大之淤積地區進行浚

挖將形成極大困難及挑戰。 

凹下之部分，係因噴射水流淘刷

海床所致，因結構設計時計算土壓力

係假設土壤為一無限平面，當海平面

變成凸凹不平時，土壓力分佈亦隨之

改變。當噴射水流造成之淘刷坑洞範

圍及深度延伸至岸壁及碼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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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導致被動土壓力降低，整體結

構受力行為亦隨之改變：當沖刷範圍

及深度達一定規模時，結構之穩定性

與安全係數均會降低，甚至導致港灣

結構損壞，碼頭上方之機械設施（如

貨櫃起重機）因碼頭面高程變化致受

力不均而損壞，因而需停止營運以進

行維修，使營運上造成重大之損失，

且亦可能造成生命財產之傷害，形成

勞安事件及影響港灣管理單位信譽。 

另基於大型貨櫃船要求速度加

快及船型設計之需要考量下，

Friedrich（ 2004）指出未來超過

10,000TEUs 之貨櫃船，將可能以雙螺

槳之型態出現。因雙螺槳產生之噴射

水流之行為將與目前單螺槳不同，對

於碼頭基礎及船席之沖刷又將更形

嚴重，對碼頭結構安全亦將會有另一

種之挑戰。 

三. 淘刷之形成及影響 

碼頭岸壁前緣淘刷之形成必須

先了解船舶靠離碼頭操船行為。因碼

頭防舷材設計有一定之吸收能量，當

船舶靠碼頭時，為避免速度太快撞損

碼頭，通常在離碼頭一段距離（依海

氣象條件、船型及其功能而定）處先

打倒俥讓船舶慢慢停止前進，而後再

利用船之惰性、拖船、繫纜之拉力或

側向推進器來靠泊碼頭。當船離開碼

頭開始航行前，亦先利用拖船、側向

推進器使船離碼頭一段距離後再動

俥使船向前行。此一靠、離碼頭動作

在靠近碼頭時使用側向推進器，離碼

頭一段距離則啟動船尾螺旋槳

(stern screw)。目前大型貨櫃船為

維護船舶靠離碼頭安全，節省拖船之

使用費用與靠離之時間，裝設提供船

舶轉動與平行移動之動力側向推進

器(bow thruster)已屬基本設備；其

安裝之位置在船艏或船艉之側面，槳

之位置通常較船尾螺槳高且直徑較

小，且在近碼頭處使用，故產生之噴

射水流沖刷範圍主要係針對岸壁前

緣基礎部分，通常範圍並不大，但日

積月累及船舶靠泊位置之改變亦將

可能造成大面積之掏深。另船舶停俥

靠泊碼頭或啟動離開碼頭啟動船尾

螺旋槳(stern screw)，由於該螺旋

槳直徑大、馬力強、轉速快，其產生

之噴射水流速度亦高，其對海床產生

產生沖刷範圍及深度大。而其沖刷之

範圍與深度會隨螺旋槳之轉速、尺

寸、離海床之距離、角度、作用時間

長短等產生不同範圍、深度及坡度。 

噴射水流作用於碼頭岸壁及基

礎，將因碼頭型式產生不同之效應；

依噴射水流作用在碼頭岸壁發展之

情形，將碼頭之型式分為封閉型及開

放型兩種。封閉式碼頭，如版樁式、

重力方塊、沈箱式等碼頭等，其具有

實體之岸壁，噴射水流撞擊至岸壁，

受到岸壁限制而轉向，將形成一股向

上水流及一股向下水流；向下水流將

掘削海床。開放式碼頭如棧橋式碼

頭，因無實體之岸壁，噴射水流可自

由發展不受到限制，除基樁部分外向

下水流較少產生。 

另對於船尾螺旋槳產生之噴射

水 流 ， 依 據 G.A.hamill , J.A. 

Mcgravy（1996）試驗發現螺旋槳後

方有無舵、及角度不同，均將影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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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發展之速度及方向。當有舵時槳中

心線以下之噴射水流速度較大，且角

度越大，上下之噴射水流速度差愈

多。當有舵時，舵將穿過舵之水流速

度切開為上下兩區，一股向上，另一

股向下衝擊海床，造成海床之淘刷。 

為保護碼頭岸壁前緣海床，避免

遭受向下噴射水流沖刷之損壞，近年

來新建之封閉式碼頭前緣海床通常

會加防沖刷保護設施，但棧橋式碼頭

則無。但沖刷之情形無論開放型或封

閉型均有基礎淘刷之情形，並對結構

造成一定安全之顧慮。以下就針對常

見之碼頭型式來說明沖刷對結構之

影響： 

1.沈箱式碼頭：沈箱式碼頭設計時需

檢討滑動、傾倒及圓弧滑動及基礎

之承載力。當船舶產生之噴射水

流，衝擊至岸壁則產生向下之水流

而產生基礎淘刷，或是直接衝擊至

海床而產生淘刷之現象；該淘深會

將岸壁前緣之基礎石料沖蝕，造成

碼頭前緣刷深，或沈箱底部淘空之

現象。當基礎刷深或底部淘空後

後，滑動、傾倒、圓弧滑動等安全

係數將因集中作用力位置、力矩改

變造成安全性降低。同時基礎承載

力亦因此重新分配，造成偏心距加

大。嚴重時甚至導致結構受力分佈

改變使上部結構體發生損壞、設施

損壞、變形及位移，導致作業之不

安全之情形。  

2.方塊式碼頭：方塊式碼頭岸壁及基

礎淘深之影響，在滑動、傾倒、圓

弧滑動、基礎承載力之特性與沈箱

式碼頭相同。其與沈箱式碼頭不同

在於方塊式碼頭係由混凝土方塊

交錯堆疊而成，如局部方塊底部淘

空，將因方塊底部懸空使方塊與方

塊間接觸面及力之傳遞點改變，造

成方塊移動，導致方塊間孔隙加

大。當方塊孔隙加大，背填料將因

波、潮汐漲退之作用流失，使碼頭

後方岸肩下陷或出現坑洞，影響作

業車機及人員之安全。當淘刷嚴重

時，將會因方塊之抽離，導致碼頭

之整體崩塌。高雄港曾有案例顯示

5M 水深之方塊式護岸，因刷深導致

碼頭產生圓弧滑動破壞。另在 2005

年發現一座水深 6.5M 之油品碼頭

前後兩端處，岸壁前緣發生淘刷之

現象，其最刷深最深處達 3 公尺，

已嚴重影響結構之穩定；後補拋直

徑 20-50公分之卵石約 930立方以

回填穩定碼頭。 

3.版樁式碼頭：版樁結構設計需檢討

入土深度、版樁之容許應力、拉杆

或高耐索應力等。版樁前緣遭到淘

深，則鋼板樁入土深度變小，彎矩

及拉力變大，導致版樁入土長度與

斷面、拉桿或高耐索斷面、主錨樁

距離及防蝕塊等不足，使碼頭安全

係數降低或造成單一結構元件或

整體損壞之現象。高雄港於 1990

年時發現兩座14M水深之貨櫃碼頭

岸壁前緣長約200公尺有刷深之情

形，其刷深最深處達 6M，幾已至鋼

板樁之樁底，後採緊急拋石以填補

刷深坑洞以維持碼頭之安全。 

4.棧橋式碼頭：棧橋式碼頭設計時須

考量斜面之安定、擋土護岸之安

定、基樁之入土深度、垂直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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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力及彎距。碼頭前緣遭受淘深會

有護坡斜面滑動、基樁入土深度及

斷面不足、水平側向力增加、擋土

結構基礎滑動等情形。高雄港於中

島區 44-48 號碼頭面版翻修時，就

發現拋石護坡坡面之高度及斜坡

部分因碼頭前緣水深超深產生局

部向下滑動之情形。 

四、高雄港碼頭淘刷分析 

高雄港目前碼頭有 118 座，有港

勤碼頭、軍用碼頭、客運碼頭、散雜

貨碼頭，大宗散貨碼頭、貨櫃碼頭、

油品碼頭及中鋼、中船、中油專用碼

頭碼頭：水深由-4.5M 至-16M 皆有。

結構形式為沈箱式、棧橋式及版樁式

碼頭居多，其中版樁式碼頭最多。貨

櫃碼頭部分分成五個貨櫃儲運中

心，第一、二、三、五貨櫃儲運中心

碼頭結構型式為封閉型之版樁式碼

頭，第四貨櫃中心則為開放型之棧橋

式碼頭。第一貨櫃中心水深為

-10.5M，第二貨櫃中心為-12.5M 與

-14.5M，第三、四貨櫃中心為-14M，

第五貨櫃中心為-14M 與-15M。為確保

碼頭結構之安全及船舶安全靠離碼

頭，高雄港長期以來每年兩次進行船

席及航道水深測量，並每年進行四次

除中鋼、中船之外之 95 座營運碼頭

岸壁前水深測量。岸壁前緣水深測量

係每間隔 10M 以測深繩測一點，並每

隔 3 個月測一次。另碼頭前船席測量

沿碼頭法線每 10M 一點，垂直碼頭方

向分別於岸壁前及離碼頭岸壁前 3、

8、13、20、30、40、50、60、70 公

尺處各測一點。 

為了解碼頭岸壁與船席是否遭

受船舶螺旋槳及推進器所產生噴射

水流之淘刷情形，可藉由定期測量水

深圖來判斷。唯利用該水深圖，應先

考量碼頭水深會受到濬挖、測量容許

誤差，淤積、與維護回填等影響，故

應先設法將該等因素去除，以判斷是

否海床面係純粹遭受到噴射水流之

沖刷。基此對於沖刷之定義，先考量

維護濬挖之水深之設計值及相關之

誤差值。在高雄港維護濬挖水深依據

契約約定為碼頭設計水深±50CM，加

上容許濬挖與測量誤差為 30CM，即設

計水深上下 80 公分均不應視為淘刷

所造成。因此對於碼頭岸壁是否遭受

到沖刷，依據上述之說明採取水深圖

中連續二次以上數值均未產生大變

化者，作為判讀之依據，且依據上述

之說明，假設以測量水深圖中水深超

過設計水深 1M 視為遭受沖刷，小於

1M 者則視為誤差及作業許可範圍

內，不視為遭到淘刷來作分析。 

本研究係採用 2005 年高雄港之

水深測量圖，並查該段時間高雄港碼

頭船席浚挖及補拋石時間與範圍，又

與前一年水深圖比對，將濬挖、回填

等影響因子排除。依據上述 1M 以上

視為淘刷之標準判斷，在所調查之 95

座碼頭中，計有 59 座碼頭岸壁前緣

海床有超深之現象，佔全體碼頭數之

62％。若以碼頭線長度來分析超深之

範圍，則總長 21,927M 岸壁線中，水

深超過設計水深 1M 者有 4,750M，佔

總岸壁線長約 22％。 

另為了解靠泊不同船型對碼頭

淘刷之情形，將碼頭依使用形式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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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將所有貨櫃碼頭歸為第一類碼

頭，散雜貨、大宗貨、液貨、穀類等

碼頭歸第二類，另軍用、專用（中鋼、

中船、中油）、客輪等碼頭列為第三

類；並利用測量水深圖將各碼頭岸壁

前緣發現超深之位置及長度予以統

計分析如下： 

1.第一類碼頭淘刷分析 

第一類之貨櫃碼頭總數有 26 座

碼頭，經檢視水深圖全數均有遭受到

沖蝕之現象；另以碼頭岸線長分析，

總長 7,809M 中岸壁前緣海床遭淘深

之長度達 3,120M，佔總岸線之 40％。

另各貨櫃中心碼頭岸壁前緣超深岸

線長佔該各中心總長度之比例，第

一、二、三、四、五貨櫃碼頭之比例

依序為 27.1％：42.33％：51.3％：

40.66％：37.21％；及淘深範圍比例

中以第三貨櫃中心最為嚴重，第一貨

櫃中心則相對較為輕微。再以各碼頭

分析，各碼頭淘深範圍最廣者為

-12.5M 水深之貨櫃碼頭，其淘深範圍

佔該碼頭岸線長之 94％；範圍最少者

為水深-10.5M 之貨櫃碼頭，其淘深範

圍僅 4.9％。會造成差異如此大之原

因，應與碼頭靠泊船舶型式、靠泊位

置係變動或固定，及船舶吃水深是否

已趨近碼頭設計水深所致；同時此一

淘深之訊息亦可提供碼頭是否需要

改建加深之訊息。 

另以碼頭形式及前緣有無保護

分析，第一貨櫃、第三貨櫃及第二貨

櫃之-12.5M 水深之二座未改建碼頭

岸壁前緣並未設有保護設施；第二貨

櫃水深-14.5M 碼頭係近期改建者，碼

頭前緣採用拋石保護；第四貨櫃為棧

橋式碼頭，岸壁前緣為拋石護坡基

腳；第五貨櫃碼頭前緣採用異型塊保

護。以淘深之最大深度來看，第一貨

櫃最大淘刷深度為 2.4M，第二貨櫃在

碼頭岸壁前未設保護之碼頭最大淘

深深度達 4.1M，但有保護之碼頭僅為

1.5M，第三貨櫃淘深達 3.7M，第四貨

櫃最大淘深深度為 2.7M，而第五貨櫃

淘深深度為 1.8M。由以上數據可知，

岸壁前緣未設有保護設施之碼頭遭

受淘刷之範圍及深度均大於設有保

護設施之碼頭，詳表 2 及圖 1 所示。

由以上數據分析可知，碼頭前緣保護

設施已發揮保護之功能。 

2.第二類碼頭淘刷分析 

高雄港裝卸散雜貨及大宗貨之

第二類碼頭共有 44 座碼頭，其中 19

座碼頭遭受淘深，佔第二類碼頭總數

之 43％；另以淘深長度分析則總岸線

長 8,921M，其中 810M 有淘深之現

象，佔總長度之 9％。其中淘深岸壁

範圍超過 40％有 5 座碼頭，淘深範圍

最廣之碼頭，其沖刷範圍達 55％，且

深度亦達 2.6M，該碼頭係屬專門裝卸

液貨之專用碼頭。前述五座淘深範圍

較大之碼頭均屬封閉型碼頭，除一座

為沈箱式碼頭外，其餘均為版樁式碼

頭，且岸壁前均未設防沖刷設施。 

再依其結構分析，沈箱及重力式

碼頭岸壁前緣遭受淘深岸壁長度為

該型式碼頭總長度之 15.18％，版樁

式碼頭為 10.67％，而棧橋式碼頭僅

為 3.9％，即棧橋式碼頭前緣淘深範

圍最少。而淘深超過設計水深之最深

水深，重力式碼頭為 2.4 M，版樁式

為 2.6M，而棧橋式為 1.4M，詳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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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圖 2、3 所示。以此可見開放型岸

壁前緣沖刷範圍及深度均較封閉型

輕微。 

3. 第三類碼頭淘刷分析 

對於軍用、專用、客輪之第三類

碼頭計有 25 座，其中 14 座遭淘深，

佔第三類碼頭數之 56％；但以岸線長

分析，總岸線長 5,197M，其中 820M

有淘深之現象，佔總岸線長之 16％；

其中有三座淘深範圍超過 50％，最嚴

重之淘深範圍達 96％。刷深最深深度

為 4.8M，其碼頭設計水深為-11.8M；

另有一座設計水深-9M 之碼頭其刷深

達 4.5M，該二座均屬大宗貨碼頭，分

別為裝卸液貨及水泥之碼頭。 

再依結構型式分析，重力式碼頭

沖刷範圍為 32.51％，版樁式碼頭沖

刷範圍為 15.61％，棧橋式碼頭為 0。

而其淘深超過設計水深之最深水

深，重力式碼頭最深為 4.8M，版樁式

碼頭為 3.3M，其碼頭前緣均未設有防

沖刷設施。詳表 2 及圖 4 所示。 

由以上之圖表分析之結果可

知，高雄港有許多碼頭岸壁前緣有淘

深之現象。以靠船類型來看，貨櫃碼

頭前緣淘深情形最為嚴重；而且靠泊

船舶吃水深較深之貨櫃碼頭淘深之

情形更為普遍。其應是目前貨櫃船大

型化及減少使用拖船而多使用船

艏、娓推器所造成之結果。對於散雜

貨、大宗貨、液貨、穀類、專用碼頭

等第二類及第三類碼頭，以大宗貨、

液貨、油輪等淘刷較為嚴重，一般散

雜貨傳發生淘刷之現象較少；而液貨

船會有較大之淘刷現象除船舶大型

化吃水較深外，亦可能因液貨船通常

載有危險品或油品，其操行安全性要

求較高之特性有關。 

另以結構分析而言，開放型之棧

橋式碼頭其淘刷之範圍及深度明顯

較輕微，但屬封閉型之版樁或沈箱式

碼頭，其淘深之範圍及深度均較開放

型碼頭大，其應是噴射水流撞擊封閉

型碼頭岸壁產生向下水流造成岸壁

前基礎淘刷所形成；而開放型碼頭則

可利用斜坡之拋石將水流分散及消

能。尤其是側向推進器產生之水流，

對開放型碼頭影響更小；但對封閉型

碼頭岸壁如未保護，則岸壁基礎之淘

深為不可避免之現象。又對於岸壁前

設有防沖刷設施之碼頭，其淘深之範

圍及深度均明顯較無保護設施之碼

頭輕微，足見岸壁前緣之保護已發揮

保護結構安全之功能，故未來碼頭岸

壁前之防沖刷設施必需設置，方足以

保護碼頭之安全。對部分前面有保護

設施之碼頭，其仍發生淘刷之現象，

係未來應注意探討之問題。 

表 2：高雄港碼頭岸壁沖刷表 

碼頭類別 
碼頭數

（座）

有沖刷碼頭數

（座） 
百分比 岸線長（M）

沖刷岸線長

（M） 
百分比

不區分 95 59 62％ 21,927 4,750 22％ 

第一類碼頭 26 26 100％ 7,809 3,120 40％ 

第二類碼頭 44 19 43％ 8,921 810 9％ 

第三類碼頭 25 14 56％ 5,197 8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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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第一類碼頭岸壁淘刷百分比圖  圖2：第二類碼頭岸壁淘刷百分比圖(1) 

 

     

   

 

圖3：第二類碼頭岸壁淘刷百分比圖  (2) 圖4：第三類碼頭岸壁淘刷百分比圖 

由測量水深圖顯示，碼頭岸壁前

之水深會隨時間而變化，有部分地區

會逐漸加深，部分會變淺。其主要係

因船舶靠泊碼頭時，常隨船型而做不

同之調派，而船舶側向推進器及尾舵

之相對於碼頭之位置將隨之變動；故

碼頭岸壁前之海床面將因噴射水流

作用之位置、角度不同而隨時產生侵

淤變化。在一固定地區可能本月呈現

侵蝕，但下月又呈現淤積之現象，並

使海床面凹凸不平，部分區域水深將

因淤積造成水深不足，影響行船安

全；造成港灣管理單位必須辦理維護

濬挖或補拋石以維持行船安全與碼

頭之安全。然基本上如海床為砂質沈

泥，被噴射水流沖起之沙及沈泥結構

十分鬆散；且突起之面積除非長久固

定位置之遭受噴射水流之沖刷及淤

積作用，其面積通常不大。基本上除

非淤積高度甚高且範圍較大會造成

航行安全顧慮外，其餘應不至於造成

船舶航行之安全疑慮。但在以拋石作

保護海床之封閉型碼頭、或坡腳及基

礎有石料之棧橋式碼頭，如果該等拋

石被水流沖起，且堆置高度超過船舶

吃水深將可能影響航行之安全。另以

混凝土異型塊作為保護部分，噴射水

流將由保護之邊緣逐步將底層之砂

石沖洗至淘空，或是水流由異型塊間

貫入逐步將異型塊底部之沙、石淘洗

出來，造成異型塊基礎不平整而使其

移位甚至翹起突出海床面，造成船底

碰損之現象。 

以下分別取將高雄港六座碼頭

岸壁前船席遭受到沖刷較嚴重之區

段予以繪圖分析。該六座碼頭中編號

亦依據圖 1～圖 4 中編號，編號 C-17

之碼頭為重力式水深-6.5M 之油輪碼

頭，其他五座則為貨櫃碼頭。該等貨

櫃碼頭之結構型式，除編號 A-25 屬

開放型之棧橋式碼頭外，其他均屬封

閉型之版樁式碼頭；水深由 A-4、

A-8、A-11、A-25、A-12 順序分別為

-10.5M、-14.5M、-14M、-14M、-14M。

另對於岸壁前緣之保護設施，編號

C-17、A-4 與 A-11 等三座碼頭岸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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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設置保護措施。編號 A-8 之碼頭

岸壁前緣設置寬 6.5公尺厚1公尺之

防沖刷設施，其最底層鋪設濾布，上

面拋放 50-200KG 之卵、塊石所組成。

編號 A-12 之碼頭岸壁前緣設置寬 5

公尺厚 1 公尺之防沖刷設施；其最底

層鋪設濾布，其上放置後 34CM 厚直

徑 10CM 以上之卵石，其上再放置

1.6M*1.6M 厚 0.66M 之混凝土異型方

塊（重約 2 噸），另在鋼板樁與異型

塊之間再堆置麻袋混凝土所組成。編

號 A-25 之碼頭為棧橋式碼頭，其斜

面為 1：2.25，基腳底寬 3M，以 100KG

以上之塊石鋪設厚度 1.5M，做為斜坡

面之保護。 

該六座碼頭岸壁前緣船席均產

生淘深之現象，但淘刷位置及坑洞之

形狀並不相同；其中編號 C-17、A-4

碼頭岸壁前緣刷深線類似，其刷深深

度約 2M，但船席部分坑洞較不明顯；

因其停靠之船舶係屬小型之油輪及

貨櫃船。由坑洞之形狀及規模判斷，

該坑洞應屬側向推進器所造成。編號

A-11 號碼頭前緣淘深之範圍達約

20M，深度大 2M，但船席其他部分並

未見淘深，判斷係屬側向推進器長期

之作用所致。編號 A-8、A-12 碼頭其

淘深斷面型式相近，碼頭結構均為版

樁碼頭且岸壁前緣均有保護之碼

頭，岸壁前緣之保護區域未刷深，但

在保護區外之船席刷深範圍寬達

100M 以上，且深度達 5M，足見其屬

巨大馬力之尾端螺旋槳所造成之噴

射水流所造成，應非側向推進器所產

生。另編號 A-25 號碼頭其為棧橋式

碼頭，雖然岸壁前有 3M 寬之邊坡基

腳保護，但是螺旋槳所造成之噴射水

流已將由基腳外海床逐步將基腳完

全掏蝕，將可能造成邊坡之滑動及後

線擋土設施基礎下陷及滑動之現象。 

由圖顯示高雄港防沖刷對於防

止船艏、艉推進器所造成之沖刷有一

定之成效，但局部地區亦有破壞之現

象，因此防沖刷之保護措施及範圍有

值得檢討之地方。另依據 Verhey et 

al(1987)對一些個案之研究，設置便

宜但須經常維護之保護措施將比設

置昂貴但日後不需維護者有效益。故

將來如何設計經濟、耐久又不妨礙浚

挖之防護措施係值得進一步研究。

 

    

 

 

 

 

     

圖 5：C-17 碼頭船席淘深斷面圖       圖 6：A-4 碼頭船席淘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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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A-8 碼頭船席淘深斷面圖        圖 8：A-11 碼頭船席淘深斷面圖 

 

    

 

 

 

 

 

圖 9：A-25 碼頭船席淘深斷面圖        圖 10：A-12 碼頭船席淘深斷面圖 

 

另編號 A-12 碼頭取其中長 200M

寬 70M 之船席區域，利用高雄港 94

年所測水深資料，以等深線表示如圖

11，由圖中可看出該段船席刷深及淤

積之情形。由圖顯示船席刷深範圍

（假設以超深1.0M估計，即水深-15M

以下）超過一半區域，且刷深深度最

深達 5M，可說是刷深極為嚴重。而淤

積部分在 200M 長之碼頭岸壁邊緣之

海床面，其中 140M 淤積高度超過

1M，嚴重影響貨櫃船靠泊。另觀察等

深線發現刷深最深之位置約離岸壁

40M～50M 處，刷深之等深線碼頭岸壁

線呈現 20～60 度之夾角，應是船舶

在靠離碼頭時且非平行碼頭時動俥

所造成。 

對於此一刷深之狀況假設此處

土壤摩擦角ψ＝30 度，牆面摩擦角δ

=-15 度，版樁入土深度 13M 來探討結

構之安全性。在無地震之情況下，由

版樁底開始之被動土壓破壞線與海

床面相交位置係距離版樁面在 34.4M

處；若取地震係數 K=0.2(水面為

0.1)，則係在 38.9M 處。由圖 11 可

看出在離岸壁 30 公尺處刷深超過 1M

之區域亦將近 1/2 以上，故其將造成

被動土壓之減小，連帶使鋼板樁入土

深度及斷面模數不足，造成該碼頭之

安全性之降低可說是非常嚴重。 

又將上述資料予以立體化（如圖

12 所示），由圖可看出海床面呈現劇

烈之高低起伏之現象，且坡度相當

陡。由圖 10 可看出離岸壁 40M 已刷

深至 EL.-19M，即已刷深 5M，而碼頭

岸壁邊之水深則僅為 12.8M，即淤淺

1.2M，該深坑之邊坡坡度已達 1：

6.5。由圖可看出岸壁邊因設置保護

措施並未有遭侵蝕之現象，但因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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槳噴射水流將深坑的沙帶至岸壁邊

造成淤積；同時掏蝕之深度遠低於保

護措施，未來將逐步將保護措施破

壞；此一結果造成碼頭結構安全係數

之逐步降低同時亦影響船舶航行之

安全。再加上噴射水流擾動海床之土

壤造成土壤結構之改變，原本緊密之

沙土層，將變成鬆散之土層，致使土

壤內摩擦角降低，導致被動土壓力再

次之降低，逐漸影響結構安全。 

    

 

 

 

 

 

 

圖11：A-12碼頭船席水深等深線圖        

 

 

 

 

 

 

 

圖12 ：A-12碼頭立體海床面圖 

五五五五、、、、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為提升船舶運輸能力、爭取更多貨

源、有效利用船舶、增加營運收

入，降低造船與營運成本之考量

下，現代商船已朝向大型化、高速

化，專業化、自動化趨勢；但同時

也帶來碼頭岸壁及船席產生淘刷

現象，使碼頭結構、船舶繫靠及操

航之安全顧慮問題日趨嚴重。因此

規定船舶操航模式或是碼頭前緣

設置保護措施為目前港灣營運重

要議題。 

2.由高雄港淘深之現象分析來看，62

％之碼頭有超深之現象，總岸壁線

長之 22％有淘深之現象，其中以貨

櫃碼頭淘深之比例最多。另以結構

型式而言，封閉型碼頭之淘刷程度

較開放型嚴重；岸壁前緣未設置防

沖刷保護之碼頭遭受淘刷之範圍

及深度均大於有設置保護碼頭。因

此對於靠泊貨櫃輪之封閉型之版

樁與重力式碼頭，防沖刷保護措施

係未來必要設置之設施。 

3.目前設計之保護措施並不能完全

阻止淘深，未來防沖刷保護設施應

考量經濟、船席浚挖、耐久性等方

面考量。但需經常維護保護之措

施，則在維護時將影響航商營運作

業，且需經常性進行監測，以避免

結構突然崩損。因此如何設計一種

具有保護效果，但又具有耐久及經

濟效益之保護措施係值得再深入

探討之議題。 

4.保護設施之設置，雖可保護岸壁之

安全，但是保護設施亦影響船席之

濬挖作業，如何將保護措施上之淤

積泥沙清除且不破壞保護措施，且

又能夠短時間完成而不影響航商

營運亦成為不可避免需克服之議

題。 

5.保護海床之設計必須了解操船模

式，所以對於船舶之靠泊位置、靠

離碼頭方式、動俥之時機、螺槳之

型式、大小與位置、引擎之輸出功

率等資料，必須進行該等資料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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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研究分析，以得到港灣中船舶

之種類及其操航特性，以設計最佳

之海床防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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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科學之介紹與港灣研究應用
管理之探討 

張智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助理 

一、時空資訊平台-地理資訊科學 

以往，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著重

於軟硬體設計、系統功能開發以及基

礎空間資訊格式規範化與資料產

製，隨著相關空間技術的卓越發展以

及各類空間資訊（向量式影像、網格

式圖層資訊）的豐富性與多元化，使

得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乃至民

間生活化應用，均大量運用 GIS，也

因此發展出許多專業空間理論與分

析方法，使得 GIS 儼然由地理資訊系

統蛻變成為地理資訊科學。 

 

 

 

 

 

 

 

 

 

 

 

 

 

圖 1 GIS 的應用領域 

GIS 一般指生產、加值、管理、

分析、展現、分享各種空間資訊的概

念與技術。廣義的解釋為將真實的世

界空間數位化後，加以有效管理、並

利用其做出合理的決策等所有手

段。由圖 1 即可整體性瞭解 GIS 的應

用領域之廣以及其強大的功能性。 

美國勞工部指出，以 GIS 為核心

的空間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奈米科

技並列為 21 世紀最具發展潛力的新

興產業技術。在經濟產值方面，2002

年 空 間 資 訊 科 技 （ geospatial 

technologies）的產值為 50 億美金，

到了 2005，則呈幾何式成長至 300

億美金（圖 2）。 

 

    

 

 

 

 

 

 

 

 

 

圖 2 空間資訊科技的快速成長 

（圖片來源：www.es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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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央研究院 GIS 研究團

隊）嘗試將傳統的 GIS，以拉長時間

軸的概念，建構「時空資訊平台」。

誠如其名，吾人需先構思時空資訊的

構成要素-人、事、時、地、物，經

過資訊的萃取與整合，歸納為時間

（ Time）、空間（ Space）與內容

（Content）三大部分。在資訊方面，

時空資訊平台整合了文本資料、影像

資料、地圖資料與數值資料等四大類

資訊（圖 3）。整合了這些不同時期之

文本、統計資料、歷史地圖與航照影

像，以期打造出橫跨不同時期的 GIS

整合應用環境平台。 

 

 

 

 

 

 

 

 

 

圖 3 時空資訊整合的資訊來源 

二、中央研究院之空間資訊技術發

展現況與豐富圖資 

基於時空資訊平台嶄新的概念

與想法，十餘年來，中央研究院 GIS

研究團隊致力於蒐集文本資料，影像

資料，並不斷研發空間資訊處理技術

（圖 4）。時至今日，仍持續蒐集並數

位化文本資料與大量舊地圖、歷史航

照，並具體建構出「中華文明時空基

礎架構（CCTS）」、「台灣歷史文化地

圖平台（THCTS）」以及「數位地球平

台（Google Earth)」等三個時空資

訊平台之應用環境。 

在空間資訊處理技術部分，除各

類 GIS 相關工具的開發外，亦建構一

完整田野調查模式，以協助各研究領

域更便捷、精確地蒐集調查現地空間

資訊。 

 

 

 

 

 

 

 

 

 

圖 4 時空資訊平台發展脈絡 

(一)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 

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以譚其

驤所著「中國歷史地圖集」、1930 年

代中國的「申報地圖」與當代「中國

數 字 地 圖 (Arc China) 」（ 1 ：

1,000,000）套疊，構成上古至現代，

縱深逾兩千年的歷史時空框架。此架

構包含基本空間圖資、WebGIS 整合應

用環境以及主題化的屬性資訊三大

部分（圖 5）。基本空間圖資以譚其驤

先生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主

要的基礎，提供上古至清代，上下逾

兩千年的中國歷代基本底圖，並輔之

以持續整理蒐集之各類歷史地圖、遙

測影像等基礎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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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資料內容 

以這些有「時間深度」的歷史文

本與自然環境變遷資料做基礎，使我

們得以回顧兩千年，清晰且具體地呈

現與瞭解中國歷代疆界變遷、首都變

遷、重要文化遺址分佈乃至於黃河流

域河道變化始末（圖 6）。 

 

 

 

 

 

 

 

 

 

 

圖 6 CCTS 時空資訊之應用 

(二)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平台 

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平台旨在建

立數值化臺灣歷史與文化基本底圖

架構，並以之發展成一個科技發展與

人文研究整合的時空基礎平台。 

架構上包含基本空間圖資、

WebGIS 整合應用環境與專題化的屬

性資訊等三大部分。基本空間圖資方

面依臺灣歷史發展，分成荷蘭與西班

牙時期、明鄭時期、清朝、日本殖民

統治時期與光復等。 

1904 年發行的二萬分之一「臺灣

堡圖」與 1920 年代的二萬五千分之

一「臺灣地形圖」，作為相關歷史地

圖回溯校正的基礎，是貫連所有不同

時期基本底圖的核心。此外可再輔以

近年發行的地形圖、像片基本圖，以

及遙測影像等，作為現代的底圖。 

在 WebGIS 整合應用環境方面，

結合臺灣歷史文化地圖、臺灣研究網

路化、臺灣地區航照管理系統、臺灣

地區地名查詢系統、漢籍全文資料庫

等重要研究成果，透過簡單易行的查

詢介面做資料發掘（data mining）

與應用，進而輔助深入研究工作的推

展。專題化的屬性資訊，完成人口分

佈、宗教信仰、學校教育、原住民與

東臺灣等九大類（圖 7）。 

 

 

 

 

 

 

 

 

 

圖 7 台灣歷史文化地圖平台資料內容 

(三)數位地球平台（Google Earth） 

世界搜尋引擎龍頭 Google 於

2005 年推出 3D 衛星影像導覽軟體

-Google Earth，免費提供全世界各

地不同等級（影像解析度）之衛星影

像瀏覽功能。如此龐大且免費的資

源，對於一般大眾的使用動機而言，

具有很大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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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於空間資訊推廣與應用

之初衷，中研院團隊亦選擇利用現有

時空資料庫，透過網路與 Google 

Earth 做連結（圖 8），打造更具視覺

效果也更個人化的時空資訊平台，以

期加速空間知識認知與空間資訊的

推廣與應用。 

 

 

 

 

 

 

 

 

 

 

 

 

 

 

 

圖 8 時空資料庫與 Google Earth之整合 

(四)野外調查技術研發 

透過整合各項現地調查必備工

具，結合行動裝置（平版電腦、PDA）、

全球定位系統（GPS）、錄音裝置、數

位相機等硬體設備（圖 9），建構「行

動式地理資訊系統（Mobile GIS）」，

搭配各式輔助參考資料（如衛星影

像、數值航空照片、統計資料等），

能迅速、精準地執行現地調查作業，

並蒐集研究資料。 

 

 

 

 

 

 

 

 

 

 

 

圖 9 野外調查配備 

Mobile GIS 具備「高精度空間定

位能力」、「簡易、多元化操作平台」、

「通訊功能完善」、「整合性空間資訊

建置」、「調查機能性強」與「整合科

技設備，擴充性高」等特性，不僅強

化現地調查作業的功能，亦簡化調查

作業模式。其中，值得一提的，在現

地勘查作業的各項調查資料中，除資

料的屬性填寫外，空間資訊（經緯度

坐標）的紀錄是不可或缺的。透過數

位相機與全球定位系統（GPS）的整

合（圖 10），使得調查者可於拍攝相

片的同時，即同時將坐標資訊寫入相

片檔案（EXIF）中，省略後續資料處

理時，再次處理相片空間資訊的步

驟。 

 

 

 

 

 

 

 

圖 10 數位相機與 GPS 之整合 

三、地理資訊系統於港灣研究之課

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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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研究團隊累積了十

餘年豐富、多元化空間資訊及空間技

術，在各領域眾多應用課題方面投注

不少心力並獲得不錯之初步成果，其

中不乏先導性研究，以下就數個港灣

研究相關課題進行介紹。 

(一)台江內海人文與自然環境變遷 

台灣四周環海，自古以來，聚

落、都市發展離不開沿海區域，透過

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的不同時間空間

資訊，可進行人文發展與自然環境變

化的初步探討。 

由圖 11 可知道 17 世紀初期（鄭

成功據台時期）台灣西南部的海岸線

範圍，亦可發現當時幾個重要的城市

如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均依海岸線

建造。 

 

 

 

 

 

 

 

 

 

 

圖 11 鄭成功據台時期的台江內海 

都市發展至 20 世紀，由圖 12 可

印證「滄海化桑田」，不僅海岸線有

顯著變化（西移），新增陸地區域的

聚落亦呈蓬勃發展。日據時期的州

（廳）、郡（市）、街（庄）界也依海

岸線的自然分佈而劃設。 

 

 

 

 

 

 

 

 

 

 

圖 12 20 世紀之台江內海 

透過 1920 年代台灣地形圖的空

間資訊萃取，可瞭解當時沿海聚落發

展、海岸線變遷與土地利用（圖 13）

的相關性。 

 

 

 

 

 

 

 

 

 

圖 13 1920 年代土地利用分佈圖 

無論是 17 世紀的台江內海、經

桑田化的 20 世紀海岸線，或是 1920

年代之土地利用分佈圖，均是經過現

代空間技術洗禮的珍貴歷史資料，當

套疊了 21 世紀的衛星影像（圖 14），

彷彿令人們成了時空行者，可以清

楚、具體地觀看近 400 年來台江內海

的海岸線變化。對於人文科學研究者

而言，這課題的效益是幫助他們進一

步深入探討與瞭解人文發展與自然

環境變遷的相關性；對自然科學的研

究者而言，則是瞭解自然環境變化的

優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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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7 世紀海岸線與 21 世紀 

衛星影像的套疊 

(二)清代臺灣港口分布圖 

台江內海的研究課題令我們瞭

解，臺灣港口的發展與變遷，除了自

然條件的影響外，在其間生息的人們

更是決定性的主導因素。清領時期臺

灣港口在全臺物貨、資訊與人口流動

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林玉茹在《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

結構》中，以港口等級大小的區分，

尋找不同階段的主要港口，並描述以

這些主要港口為中心，沿岸港口之間

的互動關係。書中亦建置八幅手繪臺

灣港口分佈圖。 

此課題以八幅手繪臺灣港口分

佈圖為本，運用 GIS 技術將其數位化

與空間幾何校正，套疊上各時期行政

區劃與海岸線變遷，將清代的港口等

級 分 佈 ， 分 為 1683-1710 年 、

1711-1730 年 、 1731-1783 年 、

1784-1830 年 、 1831-1860 年 、

1861-1870 年以及 1871-1895 年等七

個時期。加上以圓圈大小表現港口等

級，更能清楚表現出清代臺灣港口在

時間上與空間上的變化。如由圖 15

可看出 16 世紀末台南與高雄沿岸港

口的分佈情形。 

 

 

 

 

 

 

 

 

 

 

圖15 1683-1710年高雄市港口等級分佈 

(三)港灣船隻航運監控管理 

遊歷了近400年時期的港灣與自

然、人文變遷主題時空之旅後，回到

現代的港口管理。 

透過 GIS 與傳統雷達系統的整

合，不僅可動態掌握船隻於港口附近

海域航行狀態，亦可隨時與電子海圖

套疊，除可降低海上事故發生，亦可

連線至船隻管理資料庫，即時調閱船

隻基本資料。發生緊急事故時，亦可

就海圖、船隻航行資訊、天候狀況、

救難單位資源分佈狀況等資訊綜合

彙整，於第一時間規劃出最佳救援計

畫。 

 

 

 

 

 

 

 

 

 

圖 16 透過電視牆，充分掌握船隻航行

資訊（圖片來源：www.esr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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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環境資訊與海象資訊 

現今無論是港口規劃設計、營運

與維護運作，周圍相關自然環境資訊

扮演重要角色，而海象資訊的即時動

態掌握與歷史資料回顧分析亦不可

或缺的。現今此兩類資訊於國內並不

缺乏，然衍生出的課題是如何讓這些

空間資訊正確、快速、便利且兼顧安

全性地加值、流通與廣泛利用。以下

就此兩大類資訊作簡略的介紹： 

1.遙測影像資訊 

目前台灣早期的老舊歷史航照

影像資料，為 1940 至 1950 年代拍

攝，保存於工研院能資所，影像原始

資料為照片，以高解析之掃描器掃描

後，轉換為數位影像。透過像片基本

圖，選擇地表上主要道路之路口，或

是尚未改變之地表物為控制點資

料，進行幾何校正。圖 17 為經影像

校正並完成鑲嵌之台北市影像，影像

範圍向西延伸至淡水河出海口。 

    

 

 

 

 

 

 

圖 17 台北市歷史航照鑲嵌 

透過影像數位化處理與空間對

位技術，不僅能同步相互比對與檢視

不同的歷史底圖與歷史影像（圖

18），亦可對照歷史影像與現今不同

解析度、時段之衛星影像（圖 19），

以探討自然環境的變化。 

此外，中央研究院研究團隊於

「中國近代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資

訊典藏計畫」中，不僅持續蒐集、數

化包含歷史地圖與遙測影像，共計超

過百萬幅（地圖與遙測影像總和），

成為國內最大的空間資訊典藏與服

務中心，亦開發了「航照影像管理查

詢系統」，提供以 Web 為介面，使用

方便的檢索與應用機制。並更進一步

與 Google Earth 結合，以提供更便

利、更普及的航照檢索機制（圖 20）。 

 

 

 

 

 

 

 

 

 

 

 

圖 18 台中市舊地圖（1937）與 

舊航照（1948）之對照檢視 

 

 

 

 

 

 

 

 

 

 

 

圖 19 台南沿海衛星影像（1991）與 

舊航照（1940）之對照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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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於 Google Earth檢索歷史航照 

2.地震資訊 

地震資訊的掌握能有助於評估

港灣公共設施、建築物的規劃、施工

品質的控管以及維護管理。美國地質

調查局（USGS）長年致力於地震監

測， 擁有全球即時動態與歷史地震

資料，自 2005 年起，亦結合網路、

GIS 與 Google Earth，提供快速線上

檢索最新與歷史地震紀錄（圖 21）。 

 

 

 

 

 

 

 

 

 

 

圖 21 全球動態地震點源分佈與強度

資訊 

3.颱風資訊 

天然災害如風災過後，管理單位

最急迫的需求即是掌握災情，透過遙

測資訊的判釋或實地勘查，經由

Google Earth 的立體呈現，並輔以高

解析度衛星影像或航照，可清晰地綜

觀全局，支援行政決策（圖 22）。 

 

 

 

 

 

 

 

 

 

圖 22 katrina 造成公共設施破壞之

分佈圖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Tropical 

Prediction Center），亦提供民眾以

互動式方式查詢歷史颶風資料，並可

即時於 Google Earth 上呈現。 

 

 

 

 

 

 

 

 

 

圖 23 美國歷史颶風資料（區域性/

全國性） 

4.海底地形資訊 

港口規劃建造之初，除掌握沿海

地質狀況外，沿近海域海底地形亦是

重要的評估建造資訊。目前海底地形

的測量技術成熟，多以船隻或

ROV(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水下無人載具)搭載聲納進行海底地

形掃瞄作業，能精準快速地產製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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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地形資料（圖 24），並透過 3D

虛擬展示，進行立體化概念呈現與展

示。 

 

 

 

 

 

 

 

圖 24 淡水河 3D 地形圖 

但對非專業人士而言，普遍受限

於 3D 軟體操作技術與概念傳遞門

檻，故地理資訊之流通，大部分仍侷

限於中高階電腦使用者，難以推廣至

中小年齡層教育單位與廣大社會群

體中。 

本研究課題首次使用 RP(Rapid 

Prototyping)快速原型技術產出之

3D 實 體 模 型 (Three-dimensional 

Solid Model)（圖 25），可呈現比 2D

螢幕真實之展示與觀看效果，並可提

供額外之觸覺感受。無論在展示、教

育與概念推廣上，均能使地理資訊更

具多元溝通能力。 

 

 

 

 

 

 

 

 

圖 25 RP 實體模型 

此外，針對港灣規劃設計所需考

量的各式工程問題，而設計的物理模

型實驗（如水工實驗），3D 實體模型

亦能快速、精確地輔助實驗的進行。 

充分掌握沿海陸地與水下地形

資訊後，可進行各類海象異常（如地

震、颱風等）時，附近區域水淹地形

模擬推估，並可透過 Google Earth

使得推估結果可快速流通（圖 26）。 

 

 

 

 

 

 

 

 

 

 

圖 26 台北市 3 公尺淹水潛勢分佈圖 

四、結論 

本文介紹了GIS的新定義--地理

資訊科學與新角色定位--時空資訊

平台；透過介紹中央研究院豐富空間

資訊典藏與空間技術發展，並佐以數

個國內外研究課題的成果說明。 

透過本文的閱讀，讀者們應能對

GIS 的廣泛應用性與前瞻性更加瞭

解，此外，更期許能拓展傳統 GIS思

維，延展時間軸概念，如下列兩點所

述，以時空資訊平台為媒介，促進科

技與人文的整合。 

(一)以 GIS 技術為經、圖資為緯，打

造時空資訊平台 

透過建構時空資訊平台，提供一

跨越古今的 GIS 應用環境，以不斷研

發精進的 GIS 空間科技為經，以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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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現代圖像資料為緯，增進歷史

性空間資料與現代的空間圖資進行

套疊、時空對位時所的正確性與降低

不確定性和誤差問題。在輔助港灣研

究與管理、其他自然科學、人文社會

科學等領域之基礎研究與課題應

用，均能發揮良好成效。 

(二)科技與人文之整合 

歷史地圖與影像資料記錄了許

多在人為開發過程中消失的地表景

觀與人文地景。同時也保存了文本史

料所沒有的重要的地理資訊如地

名、行政邊界、水圳等等。 

有了這些具有「空間資訊」的歷

史資料，專業的工程技術從此能具體

化加入「時間」概念的空間分析應

用，輔以歷史文本資料、影像資料，

增添歷史文化與人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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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TSP
Species Fe Mg Pb Zn Cr Mn Cu

Fe 1.00
Mg 0.30 1.00
Pb 0.13 0.23 1.00
Zn 0.76** 0.17 0.41 1.00
Cr 0.31 0.32 0.25 0.33 1.00
Mn 0.36 0.42 0.17 0.16 0.53 1.00
Cu 0.30 0.37 0.04 0.47 0.13 0.34 1.00

TH-PM2.5-10

Species Fe Mg Pb Zn Cr Mn Cu
Fe 1.00
Mg 0.73** 1.00
Pb 0.35 0.41 1.00
Zn 0.58 0.35 0.32 1.00
Cr 0.31 0.50 0.26 0.21 1.00
Mn 0.76** 0.71 0.31 0.12 0.61 1.00
Cu 0.82** 0.32 0.01 0.38 0.12 0.49 1.00

TH-PM2.5

Species Fe Mg Pb Zn Cr Mn Cu
Fe 1.00
Mg 0.73** 1.00
Pb 0.64 0.33 1.00
Zn 0.48 0.16 0.24 1.00
Cr 0.25 0.69 0.36 0.31 1.00
Mn 0.37 0.65 0.28 0.18 0.35 1.00
Cu 0.26 0.32 0.14 0.51 0.18 0.37 1.00  

**.! 0.01"�� �#��
(�$%**) 

 TSP 105.2PM −  5.2PM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Wind 
speed 

Wind 
direction 

TSP 1.0       

105.2PM −  0.930** 1.0      

5.2PM  0.727** 0.713** 1.0     

Temperature -0.881** -0.755** -0.462 1.0    

Relative 
humidity 

-0.545 -0.527 -0.228 0.784** 1.0   

Wind speed 0.855** 0.872** 0.480 -0.658** -0.386 1.0  

Wind 
direction 

-0.021 0.075 -0.271 -0.014 0.090 -0.0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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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Coefficients \ 

Particulate Size 
α  1β  2β  3β  4β  n  2R  

TSP  177.87 -8.79 5.23 3.42 0.92 1 0.935 

PM2.5-10  17.02 0.27 1.34 3.21 -0.57 2 0.915 

PM2.5  37.52 0.77 0.45 4.13 -1.08 4 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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