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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緣起 

臺灣地狹人稠四面環海，位處大陸棚與西太平洋交接處，不僅

有多變性的海島氣候，又易受大陸性氣候的影響。此外，並常遭受

颱風或熱帶性低氣壓帶來的狂風暴雨侵襲，冬季期間東北季風引起

之長浪直趨海岸，而瘋狗浪之無常也時有所聞，顯示臺灣地區海象

環境的複雜與特殊性。 

以往國內相關單位辦理海象觀測，由於不同的開發單位與不同

的需求目標，因而形成各自發展，在量測點的規劃及資料格式上非

常的紛亂，未能從整體海洋發展上有效且統一整合，以致海象資料

引用單位在學術研究或應用上常常造成不必要之盲點與困擾，更造

成人力、財力與物力上的浪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運

輸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運技中心)陸續於臺北港、基隆港、蘇澳港、

花蓮港、高雄港、安平港、布袋港及臺中港等 8 個港區建置長期性

海象觀測站（如圖 1.1 所示），本計畫係針對前述商港附近海域所設

置之海象觀測站進行維運，並依據歷年所測得海流資料執行統計分

析，冀求得到臺灣四周各劃分代表性區域的海象整體特性。 

本計畫之上位綱要計畫為本所之「陸運及港灣設施防災技術研

究」，共分為 3 個細部計畫，分別為細部計畫 1：鐵公路、橋梁及港

埠設施檢測技術研發、細部計畫 2：港灣海氣象調查與航安科技發展

計畫、細部計畫 3：港灣環境災防創新應用研，本計畫為前述細部計

畫 2下之子計畫，執行期程由 111年起至 114年共分為 4期，本（112）

年度為第 2 期計畫。研究報告共分為五章，第一章前言，說明本計

畫研究緣起及年度研究工作項目，第二章針對國內 11 個主要商港海

象觀測系統建置、維運及觀測資料統計分析，第三章為歷年海流觀

測資料分析，第四章係蒐集臺北港海流資料並執行特性分析，第五

章針對本報告年度研究成果及後續相關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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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海象觀測系統位置圖 

1.2 工作內容 

本計畫研究範圍包含臺北港、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高雄

港、安平港、布袋港及臺中港等 8 個商港附近海域現場海象觀測與

調查，目前各港區海象觀測系統均已具備即時傳輸功能，各測站觀

測資料經過篩選、品質過濾、剔除謬誤後，波浪觀測資料將匯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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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海象專屬資料庫儲存，經整理後依月、季及年執行統計分析，並

繪製圖表、出版專刊及研究報告，提供相關單位參考應用。本（112）

年度持續針對前述各港海象設備辦理維護運轉、汰舊換新，並引進

較精密觀測儀器，增加本所海象觀測能量，建立臺灣環狀長期性海

象觀測網，以期獲取較長期且完整之海象資料。 

本計畫各港區海象觀測屬長期性監測，本所持續將歷年海象觀

測資料蒐集整理並匯入專屬海象資料庫，利用自動化軟硬體設施掌

握即時海象資訊，提供港務及航港等相關單位做為船舶航行、港灣

規劃及港埠建設應用參考，提升港埠營運效率與品質，亦可提供政

府機關、顧問公司及學術單位等產官學研界做為規劃、設計與研究

參考。本（112）年度主要工作內容分述如下： 

1. 更新蘇澳港及安平港主要海流觀測站、遷移基隆港主、副底碇式

海流觀測站、新增基隆港海氣象資料浮標及新增臺北港海象資料

浮標。 

2. 持續辦理各港海流觀測與系統維運，每隔 3~4 個月至各港現場執

行系統維護，提供即時觀測資訊與相關單位應用參考。 

3. 持續蒐集各港海流觀測資料，透過統計分析原理，繪製逐時歷線

圖、玫瑰圖與聯合分佈百分比等統計圖表，出版研究報告及專刊，

提供產官學研等界參據。 

4. 蒐集臺北港底碇式海流觀測站及資料浮標觀測資料並進行統計分

析，探討不同垂直水深其海流流速與流向的特性，繪製不同潮位時

之垂直剖面流分佈，期獲得該港域之海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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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港海象觀測系統建置、儀器說明、維護保

養及資料分析 

2.1 海象觀測系統建置 

本所各港海象觀測站皆採太陽能供電，控制箱內置資料記錄器、

無線傳輸設備及電源控制模組，透過無線傳輸設備將各測站觀測資

料即時回傳至本所運技中心海象資料庫儲存，如圖 2.1所示。 

 

圖 2.1 海象觀測系統傳輸架構圖 

有關各港海象觀測系統規劃、建置及維運等，均由本所運技中

心海象觀測團隊專責執行，有關本計畫各海象觀測站裝設位置分述

如下： 

1. 基隆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無線傳輸系統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海氣象監控中心&雲端異地備援

底碇式系統 港內靜穩度
資料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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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Acoustic Wave and Current 

profiler，以下簡稱 AWAC），原設置於基隆港東防波堤外約

200~300公尺處，2020年 6月遷移至西防波堤外 500~600公尺（水

深約 36~37公尺），並於 2021年 4月新增 AWAC波流觀測副站 1

處（水深約 29~31 公尺），與既有主站聯合觀測，強化港區波流

觀測能量，如圖 2.2所示。 

 

圖 2.2 基隆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2. 蘇澳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設置於東防波堤外約

700~800公尺處（水深約 25~26公尺），2022年 8月新增 AWAC

波流觀測副站 1處（水深約 26~27公尺），如圖 2.3所示。 

基隆港波流觀測1站

基隆港波流觀測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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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蘇澳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3. 花蓮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設置於港口綠燈塔外

約 700~800公尺處（水深約 32~33公尺），2022年 11月新增AWAC

波流觀測副站 1處（水深約 38~39公尺），如圖 2.4所示。 

 

圖 2.4 花蓮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4. 高雄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蘇澳港波流觀測1站

蘇澳港波流觀測2站

花蓮港波流觀測1站

花蓮港波流觀測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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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原設置於二港口外海

（2005 年 8 月~2018 年 8 月），因洲際二期工程執行，外海作業

頻繁，不利海象觀測作業執行，遂於 2018年 9月將觀測站往北移

至一港口紅燈塔外約 500~600公尺處（水深約 13~15公尺），2021

年 5月於第一港口新增 1處 AWAC波流觀測副站（水深約 13~15

公尺），二港口洲際二期工程完工後，2022年 11月於二港口南外

防波堤西南方 500公尺處，布設 AWAC主、副波流觀測站（水深

約 21~22公尺）各 1處，如圖 2.5所示。 

 

(a)第一港口 

 

(b)第二港口 

圖 2.5 高雄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高雄第一港口波流觀測1站

高雄第一港口波流觀測2站

高雄第二港口波流觀測1站

高雄第二港口波流觀測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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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平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設置於南防波堤外海

約 500公尺處，水深約 15公尺，於 2021年 8月新增加拿大AXYS 

TECHNOLOGIES INC 公司所生產波浪海流浮球儀 TRIAXYS 

Directional Wave with Currents Buoy，水深約 11 公尺，與 AWAC

觀測站聯合觀測，觀測站位置如圖 2.6所示。 

 

圖 2.6 安平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6. 布袋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設置水深約 8~10 公

尺，2021年 8月新增加拿大 AXYS TECHNOLOGIES INC公司所

生產波浪海流浮球儀 TRIAXYS Directional Wave with Currents 

Buoy，設置於布袋港區外海，離岸約 1,100公尺，水深約 10公尺，

如圖 2.7所示。 

安平港底碇式波流觀測站

安平港海象浮標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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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布袋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7. 臺中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設置於北防波堤綠燈

塔外約 700~800公尺處（水深約 25~28公尺），2022年 11月新增

AWAC波流觀測副站 1處（水深約 25~28公尺），如圖 2.8所示。 

 

圖 2.8 臺中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8. 臺北港海象觀測系統：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

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設置於本所外海新設

布袋港底碇式波流觀測站

布袋港海象浮標觀測站

臺中港波流觀測1站

臺中港波流觀測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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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樁旁，離岸約 500~600 公尺，水深約 22 公尺，並於 2021 年

1月於外海新增 1處海氣象資料浮標（Data Buoy，以下簡稱 Buoy）

站，水深約 24公尺，如圖 2.9所示。 

 

圖 2.9 臺北港海象觀測站安裝位置圖 

2.2 海象觀測儀器簡介 

前節已將本所各港波浪及海流觀測站裝設位置分別詳述，以下

係針對各港現場所採用海象觀測儀器予以說明：  

1. 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AWAC） 

挪威奧斯陸 Nortek 公司所生產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

流儀 AWAC，依據音鼓發送頻率（Transmit Frequency）不同共分為

1MHz、600kHz及 400kHz三種，其原理係透過儀器上方音鼓量測設

置地點波流及海流運動情形（如圖 2.10所示），使用者可依據不同觀

測環境（如水深）及使用需求，選擇適當儀器執行觀測作業，茲將前

述三款型號儀器相關量測特性整理如表 2-1。 

 

臺北港底碇式波流觀測站

臺北港海氣象浮標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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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超音波量測原理 

 
(b) 1MHz AWAC 

 
(c) 600kHz AWAC 

 
(d) 400kHz AWAC 

 

圖 2.10 底碇式 AWAC量測原理及儀器型號示意圖 

 

表 2-1 不同型號 AWAC波流儀特性比較表 

 1MHz 600kHz 400kHz 

波浪最大量測範圍 

（底床至水面距離） 
35公尺 60公尺 100公尺 

海流最大量測範圍 

（底床至水面距離） 
25公尺 50公尺 90公尺 

量測功能 自記/即時 自記/即時 自記/即時 

取樣頻率 1Hz、2Hz 1Hz 0.75Hz 

樣本數 
512、1024、1200、

2048、2400 

512、1024、1200、
2048、2400 

512、1024、
1200、2048、

2400 

AWAC於波高量測共可分為(1)PUV模式(2)波速量測模式(3)直

接量測水面波高變化等 3種模式，茲說明如下： 

(1) PUV 模式：根據壓力計（P）及 U、V 向量流速量測波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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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長週期波量測，但量測深度因壓力變化隨深度衰減而有

所限制，如圖 2.11所示。 

(2) 波速量測模式：根據波浪上下運動所形成之波速來計算波高變

化，如圖 2.12所示。 

(3) 直接量測水面波高變化：以儀器本身之音鼓測量由波浪所形成

之水面位移變化，可應用於短週期波量測，如圖 2.13所示。 

 

 

圖 2.11 AWAC聲波訊號傳輸示意圖 

 

 

 

 

圖 2.12 AWAC波浪運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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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AWAC音鼓量測波浪變化示意圖 

本所分別引進 1MHz、600kHz 兩款 AWAC，依據觀測地點水深

擇定合適儀器執行安裝，各港波流觀測資料將暫存於儀器記憶體內，

資料輸出頻率為 1 小時，經由海底傳輸電纜將每小時觀測資料傳送

至岸上接收系統，透過無線傳輸設備將資料即時回傳至本所運技中

心海象資料庫中儲存，有關波流觀測系統架構如圖 2.14示。 

 

圖 2.14 底碇式波流觀測系統資料傳輸原理示意圖 

2. 海氣象資料浮標 

直徑約 2.6公尺，搭載風力、波浪及海流觀測設備，浮標殼體由

我國自行設計研發，布設於基隆港、臺北港與澎湖港，海氣象資料

浮標（圖 2.15所示）下方支架加裝聲波式都卜勒剖面流速儀（圖 2.16

所示），利用水下訊號傳輸線將資料浮標電力傳送至流速儀，並且將

資料傳輸至資料擷取系統，經由系統整合作業，配合流速儀資料格

式及資料收發，獲得即時流速剖面資料。經由此種海流觀測方式，

可獲得即時且長時間的流速剖面資料。觀測的流速剖面資料為每 6

分鐘 1筆觀測結果，每小時共獲得 10筆資料。其中每 6分鐘所獲得

的資料為這段時間中，自 0 秒開始每 2 秒 1 筆，直到 358 秒時平均

運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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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 6分鐘內平均之資料，每筆流速剖面資料為每 1m一層，流速資

料標準偏差為 0.5 cm/s。資料浮標下方流速儀音鼓至水面之距離為

1.5m，而音鼓到第一層流速量測的空白距離為 2m，所以第一層流速

資料距離海面約為 3.5m，如圖 2.17所示。資料浮標在海面上受到波

浪之影響雖為持續晃動之狀態，但引起的海流量測誤差極小，能確

保資料品質，說明如下： 

1. 聲波在海水中的傳遞速度約為 1,500 m/s，而臺北港海氣象

資料浮標觀測之深度範圍約為 24 m。由剖面流速儀探頭發

射聲波反射至探頭接收回波之時間約為 0.02 sec，相對於最

短週期波浪(3 sec)為 1％以下。剖面流速儀理論上可以量測

到瞬間流速流向資料，而不受資料浮標隨波晃動的影響。 

2. 剖面流速儀量測容許擺動角度為 15∘，資料浮標實際觀測時

剖面流速儀傾角為 10∘以下，而以每 1 m 量測一層計算。

當剖面流速儀傾斜 10∘時，垂直位置誤差為 3 cm，相當於

3％，於此水深下，傾角對流速觀測代表位置之影響極小。 

3. 選用之剖面流速儀有加裝 Bottom Tracking 功能，可以追蹤

浮標相對於底床的運動速度，藉由此功能可以將浮標速度

對於流速觀測的影響部分去除，求得正確海流之流速。 

4. 海流資料品管程序將傾角過大時之資料標記，可確保海流

資料品質不受傾角的影響。當剖面流速儀傾角於容許擺動

角度之內時，其影響極小，不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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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海氣象資料浮標實體外觀 

 

圖 2.16 資料浮標水下流速儀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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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資料浮標水下流速儀位置 

3. 海象資料浮標 

由加拿大 AXYS TECHNOLOGIES INC 公司所生產之波浪海流

浮球儀 TRIAXYS Directional Wave with Currents Buoy，浮標本體直徑

約 1.1 公尺，另加裝直徑約 2 公尺防碰墊（圖 2.18~2.19 所示），布

設於安平港及布袋港。資料浮標配有 10 組 6W 的太陽能板提供電

力，電力系統為 12V，電源儲存在 4 顆 100Ah 之鉛蓄電池，如在日

照充足的環境下，可提供浮球連續運作的電力。現場資料以 4G通訊

即時將觀測數據回傳，並輔以 Inmarsat IDP 衛星通訊，在發生斷纜

飄移時可即時通報浮標位置，波浪取樣頻率為 4 Hz，週期量測範圍

1.5 ~ 30秒，流速量測範圍 0 ~ 10公尺/秒，最大量測深度為 4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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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資料浮標組成示意圖 

  

(a) (b) 

圖 2.19 資料浮標防碰墊組裝示意圖 

2.3 儀器維護與系統保養 

理想港灣環境資料需保持長期且連續不中斷觀測，然而觀測設

備常因人為或天然因素，致儀器壞損使觀測資料中斷，且觀測儀器

及現場資料處理設備均含電子元件物品，設備受潮勢必將影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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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儲存及傳送，故長期現場海象觀測資料，需經常性進行儀器

設備維護及保養，以維持系統妥善率，舉凡水下作業、岸上儀器維

護及電力供應穩定性，均為主要保養任務，茲將觀測期間，各海象

觀測儀器維護工作內容（圖 2.20~2.21所示）分別記述如下： 

1. AWAC底碇式波流觀測系統維護 

(1) 實施波浪及海流觀測站檢修、觀測儀器箱清潔保養與維護，並檢

視潮間帶海底電纜固定狀況。 

(2) 潛水人員水中進行水下端海底電纜線及觀測儀器維護作業，檢

視儀器、清潔電池設備及檢查電纜連接頭狀況。 

(3) 檢測各觀測站運行狀況，針對太陽能板及電力系統實施維護及

保養。 

(4) 其它臨時突發狀況(如颱風或人為破壞)之故障檢修。 

2. 資料浮標維護 

(1) 作業人員至浮標殼體上，針對太陽能供電設備、資料擷取設備、

風速觀測儀（海氣象資料浮標）及警示燈等，實施擦拭及維護保

養。 

(2) 潛水員下水針對ADCP實施附著物清除保養，檢視錨碇系統是否

有無鬆脫或損壞情形。 

(3) 浮標取回後，需針對殼體上之生物附著物執行清除，觀測儀器需

實施保養，確保觀測資料品質。 

(4) 其它臨時突發狀況(如颱風或人為破壞)之故障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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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岸上蓄電池組維護 (b)太陽能板清潔 

  
(c)水下觀測儀器清潔前 (d)水下觀測儀器清潔後 

 
 

(e)水下觀測儀器更換 (f)水下觀測儀器取回 

圖 2.20 底碇式 AWAC波流觀測系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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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海氣象資料浮標設備維護 (a)水下錨碇塊布放 

  
(a)海氣象資料浮標更換 (a)海象資料浮標更換 

  
(a)錨碇系統更換 (a)海象資料浮標清潔 

圖 2.21 資料浮標系統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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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 

本所於臺灣本島各主要商港(臺北、基隆、蘇澳、花蓮、高雄、安

平、布袋及臺中等 8 個港區)建置長期性海氣象觀測站，本研究係針對

各主要商港附近海域所設置之海氣象觀測站歷年所測得海流執行統計

分析(詳如附冊)，期提供各主要商港港埠單位做為港區建設及營運參

採運用。 

1. 臺北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85.2%。主要測站

流速平均值為 41.1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112.7cm/s(ENE)；流速

1/2節以下為 29.3%、1/2節～1節為 38.0%、1節～2節為 32.6%、2節

以上為 0.1%。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3/4節～1節占 26.0%最多，2/3節～

3/4節占25.5%次之；流向以ENE占31.0%最多，WSW占28.4%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41.7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339.3cm/s(E)，發生時間點為 2014年 6月 6日 14時。主要海流流向為

WSW方向(22.8%)。 

2. 基隆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89.6%。主要測站

流速平均值為 17.1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73.5cm/s(SW)；流速 1/2

節以下為 80.4%、1/2節～1節為 18.9%、1節～2節為 0.7%、2節以上

為 0.0%。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1/5 節～1/4 節占 32.7%最多，1/3 節

～1/2節占22.1%次之；流向以ENE占11.8%最多，SW占11.7%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7.6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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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cm/s(SW)，發生時間點為 2022年 6月 29日 15時。主要海流流向

為 SW方向(11.2%)。 

3. 蘇澳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7.7%。主要測站

流速平均值為 15.6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80.6cm/s(SW)；流速 1/2

節以下為 85.2%、1/2節～1節為 14.2%、1節～2節為 0.7%、2節以上

為 0.0%。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1/5 節～1/4 節占 36.0%最多，1/3 節

～1/2節占 21.3%次之；流向以 N占 13.5%最多，SSW占 12.9%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7.9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224.9cm/s(S)，發生時間點為 2015年 8月 8日 4時(蘇迪勒颱風襲臺期

間)。主要海流流向為 N方向(12.9%)。 

4. 花蓮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7%。主要測站

流速平均值為 16.3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67.1cm/s(WSW)；流速

1/2節以下為 84.4%、1/2節～1節為 15.3%、1節～2節為 0.3%、2節

以上為 0.0%。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1/5 節～1/4 節占 32.4%最多，1/3 節

～1/2 節占 26.2%次之；流向以 SW 占 13.0%最多，WSW 占 12.8%次

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9.4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311.7cm/s(SSE)，發生時間點為 2018年 11月 7日 4時。主要海流流向

為 SW方向(11.3%)。 

5. 高雄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2%。主要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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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平均值為 26.3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106.0cm/s(NNW)；流速

1/2節以下為 53.7%、1/2節～1節為 39.6%、1節～2節為 6.7%、2節

以上為 0.0%。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1/3 節～1/2 節占 22.5%最多，2/3 節

～3/4節占 21.1%次之；流向以 SSE占 16.6%最多，S占 14.0%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9.0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125.6cm/s(NNW)，發生時間點為 2019年 8月 25日 4時(白鹿颱風襲臺

期間)。主要海流流向為 S方向(18.4%)。 

6. 安平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8%。主要測站

流速平均值為 27.2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128.5cm/s(WNW)；流速

1/2節以下為 54.6%、1/2節～1節為 35.4%、1節～2節為 9.9%、2節

以上為 0.1%。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1/3 節～1/2 節占 22.2%最多，2/3 節

～3/4節占 18.6%次之；流向以 NW占 20.0%最多，S占 15.4%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3.7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181.0cm/s(NW)，發生時間點為 2016年 9月 14日 17時(馬勒卡颱風襲

臺期間)。主要海流流向為 SSE方向(15.7%)。 

7. 布袋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9%。主要測站

流速平均值為 27.0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150.2cm/s(WNW)；流速

1/2節以下為 52.6%、1/2節～1節為 39.3%、1節～2節為 8.0%、2節

以上為 0.1%。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1/3 節～1/2 節占 22.9%最多，1/2 節

～2/3節占 20.1%次之；流向以 NEN占 23.9%最多，S占 19.9%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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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8.0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338.1cm/s(W)，發生時間點為 2021年 4月 25日 14時。主要海流流向

為 NNE方向(27.3%)。 

8. 臺中港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7%。主要測站

流速平均值為 33.5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147.5cm/s(WSW)；流速

1/2節以下為 43.7%、1/2節～1節為 38.7%、1節～2節為 16.0%、2節

以上為 1.6%。 

2022 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以 2/3 節～3/4 節占 20.8%最多，1/3 節

～1/2節占 19.8%次之；流向以WSW占 24.5%最多，N占 14.2%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38.6cm/s，最大流流速(流向)為

259.7cm/s(SW)，發生時間點為 2015年 8月 8日 6時(蘇迪勒颱風襲臺

期間)。主要海流流向為 N方向(18.7%)。 

 



4-1 

 

第四章  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以臺北港為例 

臺北港自民國 82 年起開發建設，經行政院於民國 85 年核定「臺

北港整整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迄今完成 4個 5年計畫，已有 27座

碼頭營運，目前仍在進行港埠興建中程計畫，隨著港埠海域設施的構

建進程，持續造成港區周邊海域的流場變化，進而影響船舶進出之航

行安全，茲本計畫將針對海流觀測資料進行特性分析，期提供港埠單

位做為港埠建設及營運參採運用。 

4.1 統計分析 

本計畫所採用 111年 10月 1日至 112年 4月 30日間之臺北港超

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 (Acoustic Wave and Current 

profiler)及資料浮標等 2組海流觀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工作。 

為探討不同垂直水深其海流流速與流向的特性，以瞭解各分層海

流分佈情形，本計畫將垂直水深分為上層（表面、水深約 16.5公尺）、

中層（中間水深、水深約 10.5 公尺）以及下層（深水、水深約 4.5 公

尺）分別繪製海流玫瑰圖及進行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 

圖 4.1~4.3 分別為 AWAC 上層、中層及下層水深之海流玫瑰圖，

表 4.1~4.3 為 AWAC 上層、中層及下層水深之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

表，圖表顯示上中下層流向以 ENE、E 及 WSW 為主要流向，上層

ENE向佔 23.28%、E向佔 17.75%及WSW向佔 31.61%，中層 ENE向

佔 20.29%、E 向佔 21.05%及 WSW 向佔 31.55%，下層 ENE 向佔

20.97%、E向佔 18.81%及WSW向佔 33.63%，大抵平行於海岸線；流

速上中層以 2/3~1.5節為主，其中上層 2/3~1.0節佔 27%及 1.0~1.5節佔

27.6%，中層 2/3~1.0 節佔 29.09%及 1.0~1.5 節佔 23.03%，下層則以

1/2~1節為主，1/2~2/3節佔 21.79%及 2/3~1.0節佔 30.55%，顯示隨著

水深變大，流速隨之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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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6分別為資料浮標上層、中層及下層水深之海流玫瑰圖，

表 4.1~4.3為資料浮標上層、中層及下層水深之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

表，圖表顯示上中下層流向以 NNE、N、WSW及 W為主要流向，上

層 NNE 向佔 19.72%、N 向佔 11.61%、WSW 向佔 34.5%及 W 向佔

11.47%，中層NNE向佔 20.94%、N向佔 8.98%、WSW向佔 32.51%及

W 向佔 13.19%，下層 NNE 向佔 19.35%、N 向佔 7%、WSW 向佔

30.07%及 W 向佔 13.75%，因資料浮標佈放地點東側鄰近臺北港防波

堤，導致海流受岸線邊界及港口防波堤阻擋改變流向，然原則上大抵

平行於海岸線及岸線邊界；流速上中下層以 2/3~2 節為主，所占百分

比約70%，其中上層2/3~1.0節佔17.96%、1.0~1.5節佔31.52%及1.5~2

節佔 20.77%，中層 2/3~1.0節佔 19.76%、1.0~1.5節佔 33.16%及 1.5~2

節佔 17.75%，下層 2/3~1.0節佔 24.15%、1.0~1.5節佔 33.68%及 1.5~2

節佔 10.35%，同樣地，隨著水深變大，有著流速隨之變小趨勢。 

 

 

圖 4.1 AWAC上層水深海流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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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AWAC中層水深海流玫瑰圖 

 
圖 4.3 AWAC下層水深海流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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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AWAC上層水深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表 

流速 

流向 
<1/5節 ~1/4節 ~1/3節 ~1/2節 ~2/3節 ~1.0節 ~1.5節 ~2.0節 ~2.5節 ~3.0節 

N 0.02 0.04 0 0.04 0 0 0 0 0 0 

NNE 0 0.06 0.06 0.02 0 0 0 0 0 0 

NE 0.06 0.1 0.1 0.29 0.04 0 0.02 0 0 0 

ENE 0.12 0.39 0.76 1.59 4.25 8.67 6.86 0.64 0 0 

E 0.1 1.43 1.69 2.02 2.83 4.56 4.25 0.87 0 0 

ESE 0.17 1.14 0.78 0.87 0.37 0.21 0.04 0 0 0 

SE 0.35 0.74 0.31 0.19 0.1 0.02 0 0 0 0 

SSE 0.31 0.85 0.35 0.08 0 0.02 0 0 0 0 

S 0.27 0.91 0.39 0.06 0.04 0.02 0 0 0 0 

SSW 0.25 1.05 1.01 0.54 0.08 0 0 0 0 0 

SW 0.29 0.93 1.65 2.54 2.04 2.4 0.74 0.06 0 0 

WSW 0.12 0.58 0.64 1.8 2.89 9.6 14.91 1.01 0 0 

W 0.12 0.31 0.14 0.21 0.58 1.34 0.7 0.04 0 0 

WNW 0.06 0.08 0.04 0.14 0.06 0.12 0.08 0 0 0 

NW 0 0.02 0.02 0.04 0.04 0.04 0 0 0 0 

NNW 0.06 0.02 0.04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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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AWAC中層水深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表 

流速 

流向 
<1/5節 ~1/4節 ~1/3節 ~1/2節 ~2/3節 ~1.0節 ~1.5節 ~2.0節 ~2.5節 ~3.0節 

N 0.06 0.04 0 0 0 0 0 0 0 0 

NNE 0.04 0 0 0 0 0 0 0 0 0 

NE 0.06 0.14 0.02 0.14 0 0 0.02 0 0 0 

ENE 0.1 0.41 0.66 1.67 3.61 9.05 4.69 0.1 0 0 

E 0.21 1.26 2.29 2.71 3.82 6.01 4.65 0.1 0 0 

ESE 0.27 1.24 1.05 0.78 0.68 0.21 0.04 0 0 0 

SE 0.25 1.07 0.58 0.29 0.12 0.04 0 0 0 0 

SSE 0.33 0.85 0.37 0.17 0.1 0 0 0 0 0 

S 0.45 1.12 0.48 0.14 0.06 0.02 0 0 0 0 

SSW 0.39 1.43 0.85 0.58 0.06 0 0 0 0 0 

SW 0.19 0.99 1.84 3.33 2.73 1.88 0.37 0 0 0 

WSW 0.1 0.29 0.76 1.94 3.63 11.69 13.03 0.17 0 0 

W 0.04 0.12 0.12 0.02 0.06 0.19 0.19 0 0 0 

WNW 0.06 0.04 0.02 0.04 0.02 0 0.04 0 0 0 

NW 0.04 0.02 0.02 0 0.02 0 0 0 0 0 

NNW 0.08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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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AWAC下層水深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表 

流速 

流向 
<1/5節 ~1/4節 ~1/3節 ~1/2節 ~2/3節 ~1.0節 ~1.5節 ~2.0節 ~2.5節 ~3.0節 

N 0.19 0.06 0 0 0 0 0 0 0 0 

NNE 0.1 0.1 0 0.02 0 0 0 0 0 0 

NE 0.14 0.48 0.31 0.39 0.12 0.02 0.02 0 0 0 

ENE 0.25 0.7 1.07 2.83 6.63 8.37 1.12 0 0 0 

E 0.41 1.59 1.65 3.16 5.06 5.08 1.84 0.02 0 0 

ESE 0.29 1.01 0.83 0.74 0.25 0.14 0 0 0 0 

SE 0.31 0.83 0.58 0.54 0.12 0 0 0 0 0 

SSE 0.5 0.6 0.37 0.08 0.04 0.02 0 0 0 0 

S 0.21 0.95 0.21 0.19 0.04 0 0 0 0 0 

SSW 0.21 1.34 0.6 0.45 0.08 0 0 0 0 0 

SW 0.56 1.43 1.67 2.65 2.13 1.03 0.06 0 0 0 

WSW 0.12 1.12 1.34 3.16 6.72 15.09 6.08 0 0 0 

W 0.17 0.37 0.25 0.5 0.56 0.76 0.19 0 0 0 

WNW 0.12 0.1 0.1 0.08 0.04 0.04 0 0 0 0 

NW 0.06 0.02 0.02 0.04 0 0 0 0 0 0 

NNW 0.08 0.02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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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資料浮標上層水深海流玫瑰圖 

 

圖 4.5 資料浮標中層水深海流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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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資料浮標下層水深海流玫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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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資料浮標上層水深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表 

流速 

流向 
<1/5節 ~1/4節 ~1/3節 ~1/2節 ~2/3節 ~1.0節 ~1.5節 ~2.0節 ~2.5節 ~3.0節 

N 0.08 0.36 0.17 0.56 0.95 2.41 3.68 2.53 0.87 0 

NNE 0.08 0.31 0.39 0.59 0.98 2.67 5.61 6.09 2.86 0.14 

NE 0.17 0.34 0.17 0.51 0.53 0.73 0.53 0.11 0 0 

ENE 0.06 0.34 0.14 0.53 0.34 0.73 0.2 0 0 0 

E 0.03 0.17 0.2 0.31 0.14 0.39 0.06 0 0 0 

ESE 0.08 0.08 0.08 0.08 0.08 0.17 0.03 0 0 0 

SE 0.14 0.17 0.08 0.03 0.06 0 0 0 0 0 

SSE 0 0.14 0.06 0.08 0.03 0 0 0 0 0 

S 0.06 0.08 0.06 0.03 0.03 0 0 0 0 0 

SSW 0.06 0.2 0 0.14 0.14 0.11 0.25 0.03 0 0 

SW 0.08 0.25 0.17 0.59 0.84 2.3 5.14 1.99 0.11 0 

WSW 0.08 0.42 0.51 1.29 1.8 5.39 14.54 9.57 0.87 0.03 

W 0.06 0.62 0.45 1.09 1.07 2.22 1.26 0.42 0 0 

WNW 0.11 0.39 0.36 0.73 0.39 0.17 0.14 0 0 0 

NW 0.08 0.31 0.17 0.51 0.22 0.14 0 0 0 0 

NNW 0.06 0.42 0.25 0.67 0.39 0.53 0.08 0.0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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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資料浮標中層水深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表 

流速 

流向 
<1/5節 ~1/4節 ~1/3節 ~1/2節 ~2/3節 ~1.0節 ~1.5節 ~2.0節 ~2.5節 ~3.0節 

N 0.03 0.39 0.08 0.62 0.76 2.16 2.58 1.85 0.48 0.03 

NNE 0.03 0.22 0.25 0.7 0.79 3.03 5.76 6.82 3.17 0.17 

NE 0.06 0.22 0.2 0.51 0.31 0.76 0.7 0.2 0.06 0 

ENE 0.03 0.39 0.2 0.39 0.39 0.65 0.31 0 0 0 

E 0.11 0.34 0.28 0.36 0.17 0.59 0.11 0 0 0 

ESE 0.06 0.08 0.11 0.25 0.2 0.25 0.03 0 0 0 

SE 0.03 0.11 0.11 0.08 0.03 0.03 0 0 0 0 

SSE 0.22 0.22 0.03 0.08 0.03 0.03 0 0 0 0 

S 0.06 0.34 0.17 0.08 0.03 0 0 0 0 0 

SSW 0.11 0.22 0.11 0.11 0.25 0.28 0.14 0.03 0 0 

SW 0.11 0.36 0.39 0.9 0.87 2.55 6.01 1.94 0.06 0 

WSW 0.08 0.45 0.22 1.38 1.91 6.23 15.5 6.6 0.14 0 

W 0.14 0.39 0.42 0.73 1.12 1.82 1.77 0.31 0 0 

WNW 0.11 0.39 0.42 0.7 0.42 0.56 0.11 0 0 0 

NW 0.06 0.31 0.2 0.36 0.45 0.2 0 0 0 0 

NNW 0.06 0.25 0.22 0.48 0.34 0.62 0.14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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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資料浮標下層水深流速流向聯合機率統計表 

流速 

流向 
<1/5節 ~1/4節 ~1/3節 ~1/2節 ~2/3節 ~1.0節 ~1.5節 ~2.0節 ~2.5節 ~3.0節 

N 0.06 0.31 0.14 0.45 0.76 1.99 2.11 0.98 0.2 0 

NNE 0.08 0.17 0.06 0.62 0.79 2.53 6.06 6.96 2.08 0 

NE 0.08 0.25 0.2 0.45 0.62 1.15 1.4 0.7 0.06 0 

ENE 0.06 0.42 0.28 0.51 0.42 0.48 0.28 0 0 0 

E 0.17 0.36 0.22 0.48 0.45 0.42 0.08 0 0 0 

ESE 0.11 0.14 0.2 0.45 0.31 0.48 0.14 0 0 0 

SE 0.03 0.25 0.14 0.28 0.08 0.06 0 0 0 0 

SSE 0.17 0.28 0.14 0.11 0 0 0 0 0 0 

S 0.11 0.31 0.08 0.2 0.08 0.06 0 0 0 0 

SSW 0.06 0.36 0.22 0.28 0.31 0.25 0.17 0 0 0 

SW 0.08 0.39 0.62 0.9 1.15 4.01 6.18 0.42 0 0 

WSW 0.11 0.48 0.36 1.66 2.3 8.76 15.19 1.15 0.06 0 

W 0.06 0.36 0.36 0.67 1.26 2.36 1.74 0.14 0.03 0 

WNW 0.08 0.48 0.25 0.84 0.62 0.62 0.22 0 0 0 

NW 0.06 0.42 0.36 0.39 0.36 0.17 0.03 0 0 0 

NNW 0.06 0.25 0.14 0.56 0.62 0.81 0.08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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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垂直剖面流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不同水深之海流流速與流向特性，本計畫將探討不

同潮位時之垂直剖面流分佈，圖 4.7為臺北港 111年 10月 1日至 112

年 4月 30日間各月中潮系統之潮位時序列圖，圖中顯示，觀測期間前

2最高潮位發生時間點依時間序為 111年 10月 27日 12時(潮位為 1.76

公尺)及 112年 4月 22日 0時(潮位 1.80公尺)，茲擷取此 2時間點之大

潮潮波及所對應月份之中小潮潮波，繪製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進行

分析討論。 

圖 4.8~圖 4.11分別為AWAC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

圖，圖中顯示不同潮位之流速分佈均不相同，在大潮潮波時，漲潮段

的流速略大於退潮段流速，在中小潮波時，則無此現象存在；流向分

佈則具有一致性，漲潮平潮段(flood)主要流向為 WSW 向，高潮(high 

water)介於 ENE~E向間，退潮平潮段(ebb)以 E向為主，低潮(low water)

則介於 WNW~SW向間，在上層水深流向較偏向 WNW~WSW向，隨

著水深變深，流向漸漸轉成 SW向。 

圖 4.12~圖 4.14 分別為資料浮標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

分佈圖，在流速方面，不同潮位之流速分佈均不相同，在漲潮段的流

速略大於退潮段流速，此現象與 AWAC呈現一致；在流向方面，漲潮

平潮段(flood)以WSW向為主，高潮(high water)在大潮時上層水深偏向

E 向，下層水深則轉為 ESE 向，在中小潮時，上層水深介於 N~ENE

向間，下層則轉為 E向，退潮平潮段(ebb)介於 NNW~ENE間，低潮(low 

water)主要流向介於 SW~WSW向間。 

綜上所述，在高低潮時，其所對應海流流向均已轉向，因此臺北

港海流與潮位具有相位延遲現象存在，後續可針對此現象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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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臺北港各月潮位時序列圖(111/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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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d 10/27 09:00)  (high water 10/27 12:00)  (ebb 10/27 15:00)  (low water 10/27 18:00)  (flood 10/27 21:00) 

圖 4.8 AWAC 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圖(111/10/27) 

 

 (flood 4/21 21:00)  (high water 4/22 00:00)  (ebb 4/22 03:00)  (low water 4/22 06:00)  (flood 4/22 09:00) 

圖 4.9 AWAC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圖(1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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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d 10/16 12:00)  (high water 10/16 15:00)  (ebb 10/16 18:00)  (low water 10/16 21:00)  (flood 10/17 00:00) 

圖 4.10 AWAC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圖(111/10/16) 

 

 (flood 4/1 06:00)  (high water 4/1 09:00)  (ebb 4/1 12:00)  (low water 4/1 15:00)  (flood 4/1 18:00) 

圖 4.11 AWAC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圖(1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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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d 4/21 21:00)  (high water 4/22 00:00)  (ebb 4/22 03:00)  (low water 4/22 06:00)  (flood 4/22 09:00) 

圖 4.12 資料浮標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圖(112/4/22) 

 

 (flood 10/16 12:00)  (high water 10/16 15:00)  (ebb 10/16 18:00)  (low water 10/16 21:00)  (flood 10/17 00:00) 

圖 4.13 資料浮標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圖(11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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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d 4/1 06:00)  (high water 4/1 09:00)  (ebb 4/1 12:00)  (low water 4/1 15:00)  (flood 4/1 18:00) 

圖 4.14 資料浮標不同潮位之垂直剖面流流速流向分佈圖 (112/4/1) 

4.3潮流分析 

4.3.1 研究方法 

調和分析 (Harmonic analysis) 常用於長時間水位觀測資料的分析

或預報，其理論係以牛頓所提平衡潮(equilibrium tide)為基礎，將潮汐

視為各週期的分潮之總和，各分潮之表示式如下： 

 

 (4-1) 

其中  為分潮之潮高，  為修正係數，  為分潮振幅，  為分潮角

速度，  為平衡引數，  為遲角 (phase lag)。假設某地任一時間

之潮汐水位，  為各分潮潮高  之總和，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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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平均海水面，  為分潮個數。利用三角函數可轉換成 

 

 (4-3) 

式中 

 

 

 

同樣地，潮流的調和分析與潮汐調和分析方法相同，只需將潮流

分解為東西及南北流速分量進行分析。 

4.3.2 分析結果 

本計畫擷取臺北港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 AWAC 

(Acoustic Wave and Current profiler) 10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海流

觀測資料進行調和分析作業。 

表 4.7為臺北港潮流各主要分潮參數表，其中 M2分潮 之 E方向

振幅為 9.75 cm/s，遲角為 317.21o，N 方向振幅為 6.97 cm/s，遲角為

333.93o，K1分潮 之E方向振幅為 0.92cm/s，遲角為 66.35o，N方向振

幅為 0.39 cm/s，遲角為 0.97o，S2分潮 之 E方向振幅為 7.55 cm/s，遲

角為 41.22o，N方向振幅為 4.46 cm/s，遲角為 47.185o，O1分潮 之 E

方向振幅為0.94cm/s，遲角為26.55o，N方向振幅為0.94 cm/s，遲角為

340.2o，由表中可看出M2為最大主要分潮，圖 4.15為臺北港各主要分

潮潮流橢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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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臺北港潮流各主要分潮參數表(107/01/01~107/12/31) 

分潮 

E方向 N方向 

振幅(cm/sec) 遲角(deg) 振幅(cm/sec) 遲角(deg) 

M2* 9.75 317.21 6.97 333.93 

K1* 0.92 66.35 0.39 0.97 

S2* 7.55 41.22 4.46 47.18 

O1* 0.94 26.55 0.94 340.2 

*M2分潮為主太陰半日週潮(Principal lunar semidiurnal tide)，係受月亮引力影
響之半日分潮，周期約為 12.42 小時。K1 分潮為日月合成日週潮(Lunisolar 

diurnal tide)，係受太陽及月亮引力影響之全日分潮，周期約為 23.93小時。
S2分潮為主太陽半日週潮(Principal solar semidiurnal tide)，係受太陽引力影
響之半日分潮，周期約為 12 小時。O1分潮為主太陰日週潮(Principal lunar 

diurnal tide)，係受月亮引力影響之全日分潮，周期約為 25.82小時。 

 

圖 4.15 臺北港各主要分潮潮流橢圓圖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係針對臺北港、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高雄港、安

平港、布袋港及臺中港等 8 商港附近海域所設置之海象觀測站進行

維運，並依據歷年所測得海流資料執行統計分析，透過統計原理繪

製相關圖表並加以分析，本計畫分析成果可提供港埠管理單位、政府

機關、顧問公司及學術單位等產官學研各界做為規劃、設計與研究

參採。本計畫重要結論及建議分述如下： 

5.1結論 

1. 歷年海流觀測資料統計分析成果 

(1) 臺北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85.2%。

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41.1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112.7cm/s(ENE)；流速 1/2 節以下為 29.3%、1/2 節～1 節為

38.0%、1節～2節為 32.6%、2節以上為 0.1%。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3/4 節～1 節占 26.0%最多，2/3 節～3/4 節

占 25.5%次之；流向以 ENE占 31.0%最多，WSW占 28.4%

次之。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41.7cm/s，最大流流

速(流向)為 339.3cm/s(E)。主要海流流向為WSW方向(22.8%)。 

(2) 基隆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89.6%。

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7.1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73.5cm/s(SW)；流速 1/2 節以下為 80.4%、1/2 節～1 節為

18.9%、1節～2節為 0.7%、2節以上為 0.0%。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1/5節～1/4節占 32.7%最多，1/3節～1/2節

占 22.1%次之；流向以 ENE占 11.8%最多，SW占 11.7%次

之。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7.6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 73.5cm/s(SW)。主要海流流向為 SW方向(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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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蘇澳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7.7%。

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5.6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80.6cm/s(SW)；流速 1/2 節以下為 85.2%、1/2 節～1 節為

14.2%、1節～2節為 0.7%、2節以上為 0.0%。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1/5節～1/4節占 36.0%最多，1/3節～1/2節

占 21.3%次之；流向以 N占 13.5%最多，SSW占 12.9%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7.9cm/s，最大流流速(流向)

為 224.9cm/s(S)。主要海流流向為 N方向(12.9%)。 

(4) 花蓮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7%。

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6.3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67.1cm/s(WSW)；流速 1/2 節以下為 84.4%、1/2 節～1 節為

15.3%、1節～2節為 0.3%、2節以上為 0.0%。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1/5節～1/4節占 32.4%最多，1/3節～1/2節

占 26.2%次之；流向以 SW占 13.0%最多，WSW占 12.8%次

之。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9.4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 311.7cm/s(SSE)。主要海流流向為 SW方向(11.3%)。 

(5) 高雄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2%。

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6.3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106.0cm/s(NNW)；流速 1/2節以下為 53.7%、1/2節～1節為

39.6%、1節～2節為 6.7%、2節以上為 0.0%。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1/3節～1/2節占 22.5%最多，2/3節～3/4節

占 21.1%次之；流向以 SSE占 16.6%最多，S占 14.0%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9.0cm/s，最大流流速(流向)

為 125.6cm/s(NNW)。主要海流流向為 S方向(18.4%)。 

(6) 安平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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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7.2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128.5cm/s(WNW)；流速 1/2節以下為 54.6%、1/2節～1節為

35.4%、1節～2節為 9.9%、2節以上為 0.1%。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1/3節～1/2節占 22.2%最多，2/3節～3/4節

占 18.6%次之；流向以 NW占 20.0%最多，S占 15.4%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3.7cm/s，最大流流速(流向)

為 181.0cm/s(NW)。主要海流流向為 SSE方向(15.7%)。 

(7) 布袋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9%。

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7.0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150.2cm/s(WNW)；流速 1/2節以下為 52.6%、1/2節～1節為

39.3%、1節～2節為 8.0%、2節以上為 0.1%。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1/3節～1/2節占 22.9%最多，1/2節～2/3節

占 20.1%次之；流向以 NEN占 23.9%最多，S占 19.9%次之。

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8.0cm/s，最大流流速(流向)

為 338.1cm/s(W)。主要海流流向為 NNE方向(27.3%)。 

(8) 臺中港 

2022年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年蒐集率為 98.7%。

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33.5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147.5cm/s(WSW)；流速 1/2節以下為 43.7%、1/2節～1節為

38.7%、1節～2節為 16.0%、2節以上為 1.6%。2022年海流

主要測站流速以 2/3節～3/4節占 20.8%最多，1/3節～1/2節

占 19.8%次之；流向以 WSW 占 24.5%最多，N 占 14.2%次

之。歷年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38.6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 259.7cm/s(SW)。主要海流流向為 N方向(18.7%)。 

2. 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 

(1) 以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AWAC及資料浮標進

行不同垂直水深之海流流速流向分析結果顯示，在 AWAC部

分，上中下層流向均以 ENE、E 及 WSW 為主要流向，大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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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於海岸線，流速上中層以 2/3~1.5節為主，下層則以 1/2~1

節為主；在資料浮標部分，上中下層流向以 NNE、N、WSW

及W為主要流向，因資料浮標佈放地點東側鄰近臺北港防波

堤，導致海流受岸線邊界及港口防波堤阻擋改變流向，然原則

上大抵平行於海岸線及岸線邊界，流速上中下層以 2/3~2節為

主。兩者均顯示隨著水深變大，有著流速隨之變小趨勢。 

(2) 在不同潮位時之垂直剖面流分佈特性顯示，在大潮潮波時，漲

潮段的流速略大於退潮段流速，在中小潮波時，則無此現象存

在；在潮位與海流關聯性方面，在高低潮時，其所對應海流流

向均已轉向，顯示海流與潮位具有相位延遲現象存在，後續可

針對此現象進一步研究。 

(3) 以潮流調和分析結果顯示，M2 為最大主要分潮，S2 分潮次

之，M2 分潮之 E 方向振幅為 9.75 cm/s，遲角為 317.21o，N

方向振幅為 6.97 cm/s，遲角為 333.93o。  

5.2建議 

本計畫工作項目無論海氣象觀測站建置、系統維運或觀測資料分

析等作業，皆需投入大量經費與充足人力，配合專業技能及工作經驗

方得完成，針對本計畫年度之工作歷程與成果，茲列舉數點作為後續

工作執行改進參考與展望： 

(1) 建立海氣象觀測站過程中調查及量測資料實屬珍貴，惟外海

波浪、海流儀器觀測站附近常有漁民及釣客停留，需加強勸導

維護儀器安全，俾使觀測設備及資料擷取系統維持正常，避免

國家資源浪費與工作成果損失。 

(2) 現場觀測儀器與資料傳輸設備需定期執行維護保養作業，以

維持觀測資料品質，如水下波流儀，因長期置放於水中，儀器

外易附著海生物，影響音鼓發射能量，建議每 3~4 個月派遣

潛水員執行外部音鼓清潔，每年至少需執行 1 次儀器更換作

業，以維持儀器觀測效能。 

(3) 為因應各港工程建設規劃，過去海氣象觀測工作著重於港外

(外海)之監測，然近年各港建設已達一定規模程度，因此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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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埠維護管理之需求增加，茲建議未來可加強港內海氣象之

監測，以作為營運規劃設計、船舶航行安全、船席靠泊卸載，

碼頭設施施工等作業時的參考依據。 

5.3成果效益及後續應用情形 

本計畫持續維運各主要商港長期性海象觀測站，將觀測資料進行

統計分析、資料庫建檔與年報專刊製作，分析成果提供港埠管理單位、

政府機關、顧問公司及學術單位等產官學研各界做為規劃、設計與研

究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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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與第三科自行研究

計畫專家學者座談會議 

貳、時間：112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參、地點：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2 樓會議室 

肆、主持人：蔡立宏主任       紀錄：蔡金吉、蔡世璿 

伍、出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陸、審查意見： 

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鍾英鳳(退休) 

(一)所有計畫書建議將維護資料庫列入，並進行品管作業、資料整合分析及

成果繪製，及統計分析均納入。 

(二)臺北、臺中、高雄因近年來有繼續擴建，對波、潮、流及漂沙之影響程

度為何？建議納入研究範圍內，作為未來港口擴建造成之影響。 

(三)p19 蘇澳、高雄、安平波浪站更新，基隆港遷移是，此是否造成資料中

斷不連續，建議可敘明及分析變動情形。 

(四)相關之 Row Data 建議可開放外界使用，將資料整合以利各方應用及驗

證模式之參考。 

(五)海流之觀測主要在港外且屬垂直剖面，目前港口對於海象氣象之需求甚

殷，且未來發展智慧港口甚為重要；可否整理出上、中、下層海流、流

速，並配合數值模擬場域之流速與實際觀測值作比對。 

(六)商港潮位觀測統計分析，基於資料顯示部分港口潮位資料不連續，如 

(錄音檔內說明潮位計高程應定期檢測) 

(七)p31 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之應用分析內容非在港口，建議修正成港口

周邊之船舶航道及海氣象，即第二年著重在港口，第三年近海航道（包

括離岸風場之影響、漁港），第四年為 AI 運用於船舶安全、操航、廢氣

排放。本計畫四年中，其中第 1、2、3 項每年均同。 

(八)p67 港區巡查只是初步的作為，但水下巡查涉及效率、能見度，及水下

載具目前之功能及可做之項目，來設定各年之工作項目，第一年須了解

水下巡查可做及需做之項目，及目前水下載具之功能。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及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其中 p76 湧浪遮蔽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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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消能措施規劃，二者並不一致，遮蔽試驗通常常以防波堤、擋浪堤

為主，以平面佈置為主，而消能措施則以斷面如消波塊、消能池、緩

波、沙灘、消波碼頭，建議是否以平面布置作為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

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建議以斷面消能為主。 

(十)海氣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建議確認為儀器設備管理或資料庫管

理。儀器設備管理主要在設備之維護更新、使用效能、維護費，而資料

庫管理亦有不同之思維。 

(十一)離岸堤出水高度部分建議其可在有不同之波向、波流、風向、地形、

漂砂方向等有關，建議可先設定研究 case。 

(十二)商港海氣象風力、波浪示警機制 (錄音檔內說明應先考量預報再進行

示警)  

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港務處羅偉佑處長 

(一)海象觀測設備應定期校正，避免數據誤差，影響後續分析結果，如遇實

際環境改變，注意觀測數據的使用。 

(二)觀測結果建議網頁可提供簡易報表，供相關單位決策參考。 

(三)有關港池共振改善研究建議將花蓮港形狀因素納入研究分析。 

三、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董東璟教授 

(一)建議在海氣象觀測方法、儀器、取樣頻率檢校、品管方法、資料庫等宜

與國內相關火伴單位，如中央氣象局、國海院有定期研討、整合，使觀

測資料品質趨於一致。 

(二)可以考慮推動船舶上的海氣象觀測(長期)，短期可考慮蒐集各港域船舶

已有海氣象觀測數據以充實港域海氣象資料庫。 

(三)所有觀測儀器之檢校、品管宜有完整之文件紀錄。 

(四)港區風力、波浪示警研究工作目標設定宜仔細思考，因此議題影響因子

太多如船舶型態、港域特性，不易有很綜整的結果，另，因子間的聯合

效應如風、浪關係也可納入考量，港域海氣象時空變化快，參考何資料

(現場即時或未來模擬資料)也需討論，若是參考現場資料，何點位資料

也需討論。 

(五)發展 AI 技術如第 4 案使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預測波高是未來方向予以

支持，但要注意是否有足夠資料可以訓練模式，另，利用非物理模式針

對非常小點位(9、17、25 號碼頭)進行預測，是否合宜值得多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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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張家豪主任 

(一) 商港風力、潮位、波浪、海流觀測與統計分析 

1. 金門港之潮位、波浪、海流(運研所有觀測)是否能公開於港灣環境資

訊網? 

2. P.1 金門港是否考慮增設風力觀測工作? 

3. P.2 風力觀測系統 112 年預計汰換 10 站，汰換標準(頻率)為何?P.7 經

費概估未計算汰換以及緊急搶修費用。 

4. P.3 甘特圖所示應共計 12 個月(11 個月應為誤植)。 

5. 本中心去年研議臺中港船舶進港風力管制標準時參考港研中心提供

之歷年風力觀測資料，發現 110 年底至 111 年初臺中港北堤測站因設

備故障致該段期間無相關風力觀測資料，建議應提升設備之巡查頻率

及即時修復能力。 

6. 統計分析作業(公開的年報)似乎停滯於 2019 年，港灣環境資訊網海氣

象觀測資料年報會重新發布 2022、2023 年版本嗎? 

7. 潮位(臺中港暴潮特性)、波浪(水下無聲傳輸技術可行性及洲際二期港

內波浪特性)、海流(臺北港海流特性)除維運及統計年報工作項目外，

皆有規劃 1 個研究主題，風力是否增加其他研究主題，例如：臺中港

各測站風力特性分析，可供臺中港船舶進港風力管制標準改採單一測

站之參酌。 

8. P.11 表示將分析近幾年臺中港潮位資料，探討颱風發生時實際潮位資

料與天文潮預測潮位差異，但近幾年實際侵襲臺灣的颱風很少，是否

會影響分析作業? 

9. P.16 欲瞭解基隆港既有底碇式波浪觀測站遷移原因。 

(二) 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析 

1. P.30 本計畫主要利用 AIS 船舶動態資訊分析之交通流量與海氣象資

訊及海事案件之關係，111 年度-海氣象資訊與船舶海事案件關係探討

的結果為何? 

2. P.31依據 112年工作計畫包含分析臺灣周圍海域與主要港埠航道交通

流量，因此研究範圍應該有包括各商港港區範圍外之海域 (包含彰化

風場)，由於彰化風場目前已公告設有南北向航道，並由本局成立彰化

航道 VTS 中心管理該航道，研究單位希望本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管理



附 1-4 

 

單位分散航線的評估，以減少碰撞事故發生機率，可否更具體說明如

何分散航線。 

3. P.31-32 比對 2022-2024 年的船舶分布軌跡，預期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成

果? 

4. P.33 海氣象資訊於船舶監控預警系統將如何運用?如船舶即將進入 10

級風範圍前先預警(SOLAS/V/5-9 鼓勵船長通知鄰近船舶及岸台)?結

合AI技術於船舶航行安全整合系統的初步規劃內容為何?其優於現行

NAVTEX 或其他傳遞海氣象資訊設備的功能為何? 

(三) 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 

1. P.44 相關設施自 109 年即建置，建議先說明先前已完成的工作項目，

例如是否已完成海洋陣列雷達與現行觀測儀器的差異分析(是否會較

一般儀器精確) ?另陣列雷達是否受天候或其他因素影響? 

2. P.46-47 本次主要探討單雷達與雙雷達差異分析，故原始資料是否會有

109 年單站雷達、110 年南側雷達，以及雙雷達共同調查分析的資料?

那單站及南側雷達是否有差異? 

(四) 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 

臺中港選擇海洋陣列雷達、臺北港選擇微波雷達有無特別考量? 

(五) 港區水下巡查技術 

1. 工作計畫未說明水下無人載具將採用哪一類 ROV/AUV 來測試? 

2. 計畫緣起為以機器替代潛水員進行水下巡查可行性，文內提及兩大類

操作技術似乎已是既有技術，故本研究結論倘分析不具可行性的原因

可能為何? 另本案欲得到的結論為何(怎樣的巡查成果可稱之為可

行、是否涉及成本效益分析)? 

3. 本研究如具可行性，未來可以水下無人載具作為港區水下設施巡查作

業之應用，相同的，因港區內易會發生船與船或船與固定設施碰撞事

件，亦可利用 ROV/AUV 進行船底水下檢查船舶損壞情形。 

(六) 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 

P.85 第十案長週期波浪之研究亦提及「將研擬適用於花蓮港消減

長週期波浪的結構物斷面或設施型式」，此研究成果與第九案湧浪消能

措施是否會互相衝突? 

(七) 海氣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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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提及儀器、資材、通訊資源之維護、稽查、紀錄等，成

果卻未提及這一方面的內容。另目前觀測數位管理所遭遇之難題為何?

各觀測站的統計整理方式會有不同嗎? 

(八) 離岸堤出水高度對堤後淤沙效能之影響評估 

本案規劃運用 Youtube 影片進行研究，是否已掌握相關資源? 

(九) 商港風力、波浪示警機制 

應用面上風力示警燈號未來可否運用在各港之船舶進港管制標準

上，供使用者標準判別更為淺顯易懂。 

(十)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建置花蓮港波高預測模式、花蓮港風浪模組模擬參

數條校探討 

第十五案應用 TaiCOM2.0 預測碼頭波高，第十六案則欲精進

TaiCOMS 正確性，兩案之間會相互配合嗎? 

(十一) 風力及波浪準確度分析 

比對模擬資料與觀測資料的準確度，並展示於港灣環境資訊網的

意圖為何?準確度的定義是什麼?預計未來的參考應用方向是什麼? 

五、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陳冠宇教授 

(一)風波潮流的即時觀測與分析多年來已經累積大量成果，持續的進行資料

蒐集十分重要，也值得肯定。這些資料取得主要在計畫一~四，配合計

劃十七、十八進行近一步的分析與品管，構成完整的資料系統。 

(二)除了傳統的單點觀測，計劃九、十以及與計劃十六相關的數值模式，都

可以提供面的，甚至 3-D 的資訊，點和面的資料可以相互印證。 

(三)資料的加值運用，如計劃五、十一、十三 R十五，和以上的資料取得與

品管的計劃相互呼應，顯示第 2 科與第 3 科的合作。 

(四)針對實際的海岸與港灣工程問題的研究很有意義，惟一般人不易了解其

詳細沿革，建議多強調這些計畫之創新性。 

六、海洋委員會國家海洋研究院翁健二主任秘書 

(一)p2 商港風力觀測編列經費是否有包含設備更換？ 

(二)商港波浪觀測與海流工作項目相似。 

(三)p18 商港波浪觀測，水下無線傳輸系統測試，有無評估通訊距離、速率？

通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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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雷達表面流觀測，如何驗證觀測資料正確性？ 

(五)陣列雷達表面流觀測編列經費是否包含維運經費？ 

(六)陣列雷達觀測數據如何呈現以提供相關單位參考依據？ 

(七)p54 陣列雷達維運是否同仁自行維運？ 

(八)臺北港雷達站，觀測數據如何驗證？ 

(九)p55 陣列雷達解析度 500m，如何進行船舶觀測分析？ 

(十)p122 花蓮港碼頭波高預測使用 LSTM 預測解析度？另硬體設備是否有

相關配套措施？ 

(十一)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這港公司已有計畫在執行。 

柒、結論： 

感謝委員提供本所自行研究計畫之專業建議，請案關同仁將委員意見

納為執行計畫重要參採依據，俾以達到成果實際應用目的，以及提升研究

成果之廣度及實用性。 

捌、散會：上午 12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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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6月工作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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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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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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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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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3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俊穎科長                                  彙整：許師瑜 

出席者：如後附簽到表 

主/協辦單位：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壹、討論議題/計畫名稱 

一、工作進度說明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摘要說明。 

2.風力觀測資料庫整合及更新進度。 

3.風力觀測資料品管作業精進及方法導入情形。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整理與彙整主要商港潮位觀測資料。 

2.彙整 2011至 2020台中港潮位觀測資料及侵臺颱風資料。 

3.蒐集國內外相關暴潮研究文獻。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底碇式波浪觀測系統更新、遷移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可行性評估。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波浪資料特性分析。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海流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說明。 

2.臺北港潮流特性分析初步成果報告。 

3.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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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臺灣周圍海域與主要港埠航道交通流量。 

3.彙整高雄港和基隆港之海氣象觀測資料。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海洋雷達觀測應用相關文獻回顧。 

2.海洋雷達設備維護與校正作業摘要說明 

3.海流監測資料分析與交互驗證工作情形。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域背景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說明(包含底錠式波流儀、資料浮標、

微波雷達)。 

2.臺北港微波雷達測站現況說明。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完成港區水下設施巡查項目初步盤點。 

2.港區水下設施巡查方式探討。 

3.蒐集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文獻。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第二試驗廠棚修繕工程進度說明。 

2.花蓮港海氣象資料初步彙整。 

3.模型比尺及試驗條件初步規劃。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蒐集研讀國內長週期波及花蓮港相關研究文獻。 

2.可能致災的波浪定義與分析。 

3.熟悉斷面水槽目前配置、新增設備及後續研究規劃。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海氣象觀測儀器盤點情形說明。 

2.各觀測儀器系統架構、維護流程、資料流向、品管方法之彙整。 

3.報告書章節之規劃。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行情形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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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風力觀測資料庫系統之數據傳輸方式及資安管理作業。 

2.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海氣象觀測資料庫(臺中 IDC 機房)與本所港研

中心之異地備援機制及資料庫整合工作。 

3.利用紊流強度分析觀測站受鄰近結構物之影響。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潮位觀測年報內容討論。 

2.潮汐分潮研議。 

3.颱風路徑與暴潮分析交換意見。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波浪觀測站建置概況及本年度觀測系統現場相關作業期程。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水下實測期程規劃。 

3.高雄港洲際二期 S03及 S13碼頭靜穩度觀測站建置進度。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剔除極端氣候(如颱風)影響期間觀測資料之潮流特性分析可行性討論。 

2.垂直剖面流分析方法及成果呈現方式討論。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彙整國內外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分析彰化風場航道與離岸風電浮動式風場（苗栗及墾丁外海）各類船舶

往(來)及返(回)的交通流統計量與航跡密度。 

3.針對高雄港和基隆港之海事事故，彙整船舶航行軌跡與海氣象狀況。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雷達電力系統改善問與海洋雷達天線劣化汰舊更新。 

2.針對 6月 15日表面海流監測資料進行分析與驗證討論 

3.討論期末報告章節規劃與後續工作檢討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錠式波流儀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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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港區水下檢測項目之判定標準討論。 

2.港區水下設施巡查方式說明。 

3.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案例分析。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花蓮港季風及颱風波浪資料呈現方式。 

2.水工模型規劃及相關試驗設備材料需求評估。 

3.花蓮港湧浪型態探討。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更新造波機測試過程內容，建議於報告書定稿前彙整進報告書。 

2.考量斷面水槽的尺寸及造波機效能，週期縮尺最大僅能模擬原型 36秒

的波浪，後續再評估是否以數值方法，模擬更長週期的波浪。 

3.應針對花蓮港的現況及破壞紀錄多加探討，以研擬出適用花蓮港內消

減長週期波能的結構物斷面或設施型式。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儀器盤點需補充說明處之討論。 

2.各系統維護程序及資料流向需補充說明處之討論。 

3.報告書文獻回顧可加強處之討論。 

 貳、重點紀要/主要結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目前風力年報已利用 Python重新編程，並透過公用區分享程式碼，相

關研究同仁可參考交流，以精進工作職能。 

2.112年度海洋工程研討會預定 9月開始徵稿，階段性研究成果可適時投

稿。 

3.建議補充紊流強度之數學定義，以及測站位置與現場圖片，以利瞭解測

站與結構物之相對位置。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彙整潮位觀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繪製成圖表並出版統計年報，年報內

容擇期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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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先擇取經過臺中港的歷史颱風做暴潮分析。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請依規劃期程督導廠商，使本年度波浪觀測系統現場相關作業能如期

如質完成。 

2.無線通訊數據機目前已可與 AWAC溝通，後續將至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

驗所斷面水槽實際測試，建議測試期間同步實施造浪，模擬未來應用於

港區執行監測作業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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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掌握觀測站運作情形，並可著手分析船席遮蔽係數。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建議於年度研究報告內增加資料浮標之流速剖面儀設備說明。 

2.潮流特性分析建議延長分析期間，確保分析結果之正確性。  

3.垂直剖面流建議採完整斷面呈現，可擷取年度最大潮或最小潮之觀測

資料進行分析，期能獲得具代表性之成果。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針對目前 AIS所蒐集的船舶資訊與 VDES系統蒐集資料，是否進行相關

資料比對。 

2.VDES系統編碼不同，又可透過衛星傳輸，後續是否可導入海氣象傳輸。 

3.建議「彙整特定港口之海氣象觀測資料」與「船舶動態與海氣象資訊應

用分析」，兩章節內容要互相連動整合。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本案表面流觀測資料量龐大且時程緊迫，工作量繁重，請相關研究人力

與工作安排須合理進行。建議本案未來海流資料提供予應用單位時，須

確定資料提供標準與項目，以保海氣象資料之正確性。 

2.有關本所與國海院、氣象局及大氣海洋局規劃合作辦理 114-117 跨部

會案件，後續工作項目是否需於後續年度適時調整，建議研究人員納入

考量。 

3.有關高頻雷達訊號應用文獻回顧部分，請研究人員盤點過去相關研究

成果，以利瞭解過去研究發展階段情形。 

4.有關表面流觀測資料的統計與比較分析，建議參考氣象局於臺中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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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佈放的浮標資料進行比較分析與討論，特別是冬季東北季風期間特

性，以及大潮與小潮時段的特性，建議納入分析探討。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錠式波流儀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3月份。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6月份。  

3.臺北港微波雷達觀測資料持續進行蒐集中。 

4.自辦計畫報告中，有關微波雷達測站之位置平面圖應再詳盡，建議可用

海圖套繪。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目前已蒐集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案例，建議可針對國內新興技

術應用於港區水下巡查作業之相關文獻，進行補充。 

2.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於港區發展之架構可再進行補述。 

3.水下無人載具之影像取得及定位測試，預計納入明年計畫辦理。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花蓮港季風波浪及颱風波浪資料建議妥善整理。 

2.請評估本案所需相關試驗設備材料。 

3.俟水工模型規劃完成及確認試驗條件後，加強敘述相關過程。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更新造波機設備的到貨及測試時程，應確實掌握進度，朝向提前完成的

目標執行。 

2.針對造波機效能的測試內容，需先提出斷面配置規劃，以利設置斷面的

測試設施。 

3.研究過程及報告書撰寫期間若遇困難，應及時提出，再一同進行討論。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本案原工作計畫書階段有納入岸基高頻雷達 2 站及微波雷達 1 站之規

劃，惟考量雷達站目前皆委外維護管理，資料尚無回傳中心資料庫，相

關架構及程序尚待後續研究擬定，故本案有關雷達站部分先不予規劃。 

2.各種儀器之資料定義、各系統維護頻率及資料流向未列部分，建議再補

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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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告書之文獻回顧章節，建議可參考儀器之說明文件，及測站維護與資

料品管計畫之參考文獻與投稿文章等。 



 

 

 



 

 

 

 

 

 

附錄三 第 2 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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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8月工作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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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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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3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俊穎科長                                  彙整：許師瑜 

出席者：如後附簽到表 

主/協辦單位：本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壹、討論議題/計畫名稱 

一、工作進度說明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摘要說明。 

2.風力觀測資料庫整合及更新進度。 

3.風力觀測資料品管作業精進及方法導入情形。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彙整並分析主要商港潮位觀測資料。 

2.彙整 2011至 2020台中港潮位觀測資料及侵臺颱風資料。 

3.期末報告初稿大綱說明。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底碇式波浪觀測系統更新、遷移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可行性評估。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波浪資料特性分析。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海流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說明。 

2.臺北港海流垂直剖面流分析方式討論。 

3.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檢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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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彙整高雄港海事案件資料。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進行海洋雷達觀測應用相關文獻回顧，並完成期刊研討。 

2.報告海洋雷達設備維護與校正作業情形。 

3.報告海流監測資料品管與檢核工作。 

4.討論海流資料分析驗證情形。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域背景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說明(包含底錠式波流儀、資料浮標、

微波雷達)。  

2.臺北港微波雷達測站現況說明。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 完成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比較。 

2. 完成港區水下巡查設施項目盤點及巡查方式探討。 

3. 持續蒐集國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文獻。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第二試驗廠棚修繕工程及本計畫材料採購進度說明。 

2.花蓮港海氣象資料彙整。 

3.水工模型平面配置及消波設施配置。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彙整國內外長週期波及花蓮港相關研究文獻。 

2.選定可能致災的長週期波浪類型，供後續進行分析討論。 

3.規劃測試新設造波機的斷面水槽配置。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海氣象觀測儀器盤點系統架構之補充說明。 

2.各觀測儀器維護流程、資料流向補充說明，自主檢查表之彙整。 

3.報告書撰寫進度說明。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行情形進行討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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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風力觀測資料品管機制及整合資料庫系統架構。 

2.商港風力觀測統計年報辦理進度。 

3.商港強風延時統計程式計算結果。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潮位觀測年報出版研議。 

2.調和常數採用 6個潮汐分潮。 

3.侵臺颱風路徑分析。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蘇澳港測站更新、基隆港測站遷移與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進度。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水下實測進度。 

3.高雄港洲際二期瑪娃颱風港內靜穩度分析成果探討。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臺北港潮流恆流特性分析成果討論。 

2.垂直剖面流資料蒐集、分析方法及成果呈現方式探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彙整國內外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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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之許可，及已入級驗船中心(CR)之風電工作船軌跡。 

3. 彙整高雄港之海事事故船舶航行軌跡。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討論雷達天線間距量測與卡努颱風後雷達南站自譜與雷達地網情形。 

2.討論雷達資料(L0級產品)品管與檢核工作。 

3.針對雷達表面海流觀測與其他觀測資料進行分析與驗證。 

4.討論雷達表面海流流向之正確性。與後續工作檢討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錠式波流儀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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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說明。 

2. 港區水下設施巡查項目及方式討論。 

3. 國內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案例分析。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平面配置調整。 

2.水工模型消能設施佈設方式。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抵禦長週期波斷面水工模型試驗的成果，建議未來可提供給平面遮蔽

試驗做為結構物配置參考。 

2.建議未來可考量進行防波堤的港內外兩側斷面水工模型試驗，針對同

一防波堤斷面討論港內外的消波情況。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系統架構及資料流向補充處之討論。 

2.現有管理模式及自檢表之討論。 

3.儀器資料格式及欄位之討論。 

 貳、重點紀要/主要結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風力觀測資料品管方法尚屬妥適，原則同意納入港務公司之海氣象即

時應變系統，並請將品管詳細流程納入期末報告初稿。 

2.風力觀測品管資料之可疑數據處理，建議強化人工品管檢核及回補機

制，以避免資料誤刪。 

3.風力觀測統計年報資料，請於 9月底前將報告初稿送主管核閱。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依中央氣象局侵臺颱風路徑分析。 

2.颱風路徑對臺中港潮位影響討論。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本年度已完成更新、遷移及建置之測站，請持續留意傳輸狀況，颱風期

間各測站即時通訊情形亦需加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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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持續蒐集分析本年度颱風及季風期間之監測數據，測站即時系統運作

情形請持續留意。 

4.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靜穩度請持續掌握冬季季風觀測資料，做為重點

分析成果，期能獲得具代表性之成果。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請盡速完成海流統計年報初稿。 

2.針對垂直剖面流所蒐集底碇式波流儀及資料浮標等測站資料，建議進

行相關資料比對工作。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針對高雄港海事事故發生案件，建議增加船舶 AIS航行軌跡。 

2.有關利用 AIS 傳發海氣象觀測資料，建議可參考目前氣象局相關研究

報告。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雷達表面流觀測工作量繁重，有關高頻雷達資料品管與檢核部分，建議

持續辦理品管作業，對於海流方向部分請與 SeaView 原廠討論可能造

成此問題的原因，並予以排除，須確保資料演算標準與項目規範，以維

持海氣象資料之正確性。 

2.本年度雷達站於今(112)年 4 月份進行調整，關於海流觀測資料分析，

建議探討雷達調整前後表面海流觀測差異。 

3.關於本案主要研究項目內容，建議持續檢討，異常部分請納入分析檢討，

並安排後續工作，以確保數據與期末報告之品質。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錠式波流儀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3月份。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8月份。  

3.自辦計畫報告中第二章及第三章建議可以合併。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目前已蒐集國內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相關案例，建議可針對應用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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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水下無人載具之影像取得及定位測試可進行規劃，以利明年計畫進行。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配置，建議後續可與花蓮港務分公司相關單位討論。 

2.俟水工模型規劃完成及確認試驗條件後，加強敘述相關過程。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依照報告書章節規劃，開始依序撰寫報告書內容。 

2.分析長週期波作用機制，以構思抵禦長週期波結構物方案。 

3.針對新設造波機部分，持續跟進並調整測試規劃。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文獻及後續規劃可參考本所港灣構造物維護管理系統及港灣環境資訊

網維護之相關規劃。 

2.本中心既有設備管理 E 化系統可供參考，惟現場維護介面建議簡化並

留下重要維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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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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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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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 3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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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如後附簽到表 

主/協辦單位：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壹、討論議題/計畫名稱 

一、工作進度說明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系統維運作業情形摘要說明。 

2.風力觀測資料分析結果說明。 

3.期末報告撰寫進度。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完成主要商港潮位資料統計分析。 

2.完成 2011至 2020臺中港潮位觀測資料及侵臺颱風資料分析。 

3.期末報告初稿大綱概述。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波浪觀測系統更新、遷移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 

2.水下無線傳輸技術應用於底碇式波流觀測系統可行性評估。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波浪資料特性分析。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臺北港海流垂直剖面流分析方式討論。 

2.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檢討及撰寫進度說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船舶動態與海氣象資訊應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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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彙整海事案件資料。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進行海洋雷達觀測應用相關文獻回顧。 

2.辦理南站雷達天線組更換，報告海洋雷達設備維護與校正作業情形。 

3.報告海流監測資料品管與檢核工作。 

4.與國外教授探討海流資料比對結果，討論海流資料分析驗證情形。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域背景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說明(包含底碇 

式波流儀、資料浮標、微波雷達)。  

2.臺北港微波雷達測站現況說明。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 完成港區水下巡查設施項目盤點及巡查方式探討。 

2. 完成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比較及國內外文獻回顧。 

3. 進行水下遙控載具定位試驗之初步規劃。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第二試驗廠棚修繕工程及本計畫材料採購進度說明。 

2.花蓮港海氣象資料彙整。 

3.水工模型平面配置及消波設施配置。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彙整長週期波致災案例及分析破壞機制。 

2.研提長週期波消能結構物方案及未來研究方向。 

3.期末報告書撰寫。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 本所海氣象觀測既有管理模式風險之說明。 

2. 海氣象觀測數位化管理系統架構規劃說明。 

3. 海氣象觀測資料庫管理規劃說明。 

4. 報告書撰寫進度說明。 

二、針對目前研究方向與執行情形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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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商港風力觀測特性及強陣風分析結果。 

2.商港颱風分析內容及產出項目。 

3.期末報告章節編排。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侵臺颱風路徑分析。 

2.侵臺颱風路徑對臺中港潮位影響分析探討。 

3.年度研究報告章節編排檢討。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1.商港波浪觀測站運作情形及海氣象資料浮標建置進度。 

2.無線式水下波流觀測系統於大型斷面水槽測試結果。 

3.高雄港洲際二期港內靜穩度分析成果探討。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臺北港潮流特性分析成果討論。 

2.垂直剖面流資料蒐集、分析方法及成果呈現方式探討。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彙整國內外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 (VDES)發展現況。 

2.繪製航港局核可之非本國籍從事離岸風電工作船舶之許可，及已入級

驗船中心(CR)之風電工作船軌跡，並針對軌跡異常船舶進行說明。 

3.分析船舶動態與當日海氣象狀況。 

3. 彙整高雄港之海事事故船舶航行軌跡。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辦理南側雷達站資料品管與檢核工作 

2.於 10月 5-6日第 45屆海洋工程研討會辦理發表研究成果。 

3.本所與國家海洋研究院、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

科技研究中心與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共同舉辦 2023年海洋達

人工作坊，進行臺灣海洋雷達遙測發展與技術交流。 

4.討論雷達表面海流流向之正確性。與後續數據追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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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臺北港底碇式波流儀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3.臺北港微波雷達觀測資料蒐集情形討論。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 水下遙控載具(ROV)功能分析說明。 

2. 港區水下設施巡查項目及方式討論。 

3. 國內外水下無人載具應用案例分析及定位測試之初步規劃。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消能設施形式之構思。 

2.花蓮港未來觀光發展議題及港內構造物改善。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針對花蓮港的現況，討論消減長週期波能的結構物或設施配置方式。 

2.討論於花蓮港內，設置抵禦長週期波結構物或設施的之可行性。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 海氣象觀測數位化管理系統架構規劃之討論。 

2. 海氣象觀測資料庫管理規劃之討論。 

3. 後續工作事項及報告書撰寫之討論。 

4. 113年度工作規劃及委外事項之討論。 

 貳、重點紀要/主要結論 

(一)商港風力觀測與統計分析 

1.本計畫原則符合工作計畫書之各項進度，請依限完成期末報告撰擬，並

於 12月中旬召開期末報告審查。 

2.同一港區不同測站之風力資料比對是否存在時間位相差，建議可進一

步檢查。 

 (二)商港潮位觀測與統計分析 

1.颱風路徑對臺中港潮位影響討論。 

2.自辦計畫報告書於 11月底初稿完成。 

 (三)商港波浪觀測及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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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型斷面水槽測試結果顯示，已可透過水下聲學數據機與 AWAC 溝通，

但隨著通訊距離拉長，訊號傳遞呈現不穩定情形，本年度獲取之相關數

據，可做為後續開放海域實測應用參考。 

 (四)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1.請盡速完成年度研究報告初稿。 

2.針對垂直剖面流所蒐集底碇式波流儀及資料浮標等測站資料，建議進

行相關資料比對工作。 

 (五)智慧航安與海氣象資訊應用探討(2/4)-智慧港口之海氣象觀測應用分

析 

1.針對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目前使用中心舊版 S-57海圖，建議可向

國土測會中心購置新版海圖。 

2.有關利用蘇澳港漁船及漁具濫用 AIS，建議可移除不列入考量，避免誤

解。 

 (六)臺中港海洋陣列雷達訊號應用分析(1/3)-表面流觀測分析 

1.有關高頻雷達資料品管與檢核部分，建議持續辦理品管作業，並盡快完

成 SeaView資料演算工作，以維持海氣象資料之正確性。 

2.本年度報告書建議將原機關單位名稱，修改為組改過後名稱，以免發生

名稱錯植與其他誤會。 

3.關於本案主要研究項目內容，建議持續檢討，並盡快完成報告書初稿撰

寫工作，以確保期末報告之品質。 

 (七)應用微波雷達於臺北港域環境監測之研究(2/4)-微波雷達海象監測技

術優化 

1.臺北港底碇式波流儀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3月份。  

2.臺北港資料浮標觀測資料完成蒐集至 112年 10月份。  

3.波向資料異常，可能為匯出資料時之設定問題，應再檢視。  

 (八)港區水下巡查技術初探(1/3)-水下巡查技術分析探討 

1.就目前已蒐集之港區水下巡查設施及方式，再進行分類及探討，研擬可

優先適用於水下無人載具巡查之物件。 

2.本年度計畫成果可進行彙整，並投稿相關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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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針對目前盤點之港區水下巡查標的物，蒐集合適作業之水下無人

載具，以利進行明年定位試驗。 

 (九)花蓮港湧浪遮蔽試驗(1/3)-試驗規劃及建置 

1.水工模型配置，預計於 12月中旬與花蓮港務分公司相關單位討論。 

2.俟水工模型規劃完成及確認試驗條件後，加強敘述相關過程。 

3.請妥善彙整過往相關研究。 

 (十)長週期波斷面模型試驗(1/3)-長週期波水工模型試驗探討 

1.依照報告書章節規劃，於期程內完成報告書撰寫。 

2.再深入探討長週期波作用機制，加強抵禦長週期波結構物方案內容。 

3.針對新設造波機部分，持續跟進並確認測試規劃。 

 (十一)海象觀測作業數位管理規劃 

1.有關時序列資料及 RAW 檔資料上傳及下載連結，規劃須考量該網址或

路徑變更時系統如何管理維護。 

2.後續年度之實施計畫，基礎資料建置為重要步驟，建議強化匯入功能，

將既有基本資料表單直接匯入以減少人力負擔；另考慮強化資料匯出

功能，將本所需產出資料簡便匯出。系統便易性及其他擴充功能期於後

續透過使用者回饋精進。 

3.所內人員訪談請接續進行，並建議邀請測站目前維護廠商進行訪談，討

論實際需要及規劃架構是否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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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陸續於臺北

港、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高

雄港、安平港、布袋港及臺中港等

8個港區建置長期性海象觀測站。

 本研究係針對前述商港附近海域所

設置之海象觀測站進行維運，並依

據歷年所測得海流資料執行統計分

析，冀求得到臺灣四周各劃分代表

性區域的海象整體特性。

 研究成果提供港務及航港等相關單

位，做為碼頭施工、工程規劃設計、

防災應變、事故釐清及船舶航行安

全應用。

 
 

 

二、商港海象觀測系統建置及維運(1/2)

 更新蘇澳港及安平港主要海流觀測

站、遷移基隆港主、副底碇式海流

觀測站、新增基隆港海氣象資料浮

標及新增臺北港海象資料浮標。

 持續辦理各港海流觀測與系統維運，

每隔3~4個月至各港現場執行系統

維護，提供即時觀測資訊與相關單

位應用參考。

●既有觀測站 ▲ 112年新建觀測站

基隆港 ●● ▲

蘇澳港 ●●

花蓮港 ●●

高雄港
(第一港口) ●●

高雄港
(第二港口)

●●

安平港 ● ●

布袋港 ● ●

臺中港 ●●

臺北港 ● ● ▲

AWAC 資料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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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象觀測系統維運
完成環臺海象觀測網（8港）

觀測系統更新及維護運轉

基隆港

蘇澳港

花蓮港

高雄港

安平港

布袋港

臺中港

臺北港

二、商港海象觀測系統建置及維運(2/2)

 
 

 

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1/8)

※臺北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85.2%。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41.1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112.7cm/s(ENE)；流速

1/2節以下為29.3%、1/2節～1節

為38.0%、1節～2節為32.6%、2

節以上為0.1%。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41.7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339.3cm/s(E)。主要海流流向為

WSW方向(22.8%)。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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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2/8)

※基隆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89.6%。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17.1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73.5cm/s(SW)；流速1/2

節以下為80.4%、1/2節～1節為

18.9%、1節～2節為0.7%、2節以

上為0.0%。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7.6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73.5cm/s(SW)。主要海流流向為

SW方向(11.2%)。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3/8)

※蘇澳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97.7%。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15.6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80.6cm/s(SW)；流速1/2

節以下為85.2%、1/2節～1節為

14.2%、1節～2節為0.7%、2節以

上為0.0%。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7.9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224.9cm/s(S)。主要海流流向為N

方向(12.9%)。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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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4/8)

※花蓮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98.7%。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16.3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67.1cm/s(WSW)；流速

1/2節以下為84.4%、1/2節～1節

為15.3%、1節～2節為0.3%、2節

以上為0.0%。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19.4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311.7cm/s(SSE)。主要海流流向為

SW方向(11.3%)。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5/8)

※高雄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98.2%。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26.3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106.0cm/s(NNW)；流速

1/2節以下為53.7%、1/2節～1節

為39.6%、1節～2節為6.7%、2節

以上為0.0%。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9.0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125.6cm/s(NNW)。主要海流流向

為S方向(18.4%)。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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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6/8)

※安平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98.8%。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27.2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128.5cm/s(WNW)；流速

1/2節以下為54.6%、1/2節～1節

為35.4%、1節～2節為9.9%、2節

以上為0.1%。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3.7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181.0cm/s(NW)。主要海流流向

為SSE方向(15.7%)。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7/8)

※布袋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98.9%。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27.0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150.2cm/s(WNW)；流速

1/2節以下為52.6%、1/2節～1節

為39.3%、1節～2節為8.0%、2節

以上為0.1%。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28.0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338.1cm/s(W)。主要海流流向為

NNE方向(27.3%)。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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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海流觀測資料分析(8/8)

※臺中港

 2022年海流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之

年蒐集率為98.7%。主要測站流速

平均值為33.5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為147.5cm/s(WSW)；流速

1/2節以下為43.7%、1/2節～1節

為38.7%、1節～2節為16.0%、2

節以上為1.6%。

 歷年海流主要測站流速平均值為

38.6cm/s，最大流流速 (流向 )為

259.7cm/s(SW)。主要海流流向為

N方向(18.7%)。

2022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歷年流速及流向統計表

 
 

 

四、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1/7)

※海氣象觀測站位置

 波流觀測站採用挪威Nortek公司所生產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

面海流儀AWAC，設置於本所外海新設觀測樁旁，離岸約500~600

公尺，水深約22公尺，並於2021年1月於外海新增1處海氣象資料浮

標（Data Buoy）站，水深約24公尺。

臺北港海氣象觀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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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2/7)

※統計分析－AWAC

 流向上中下層以ENE、E及WSW為主要流向，大抵平行於海岸線。

 流速上中層以2/3~1.5節為主，下層則以1/2~1節為主，顯示隨著水

深變大，流速隨之變小。

上層水深 中層水深 下層水深

 
 

 

四、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3/7)

※統計分析－資料浮標

 流向上中下層以NNE、N、WSW及W為主要流向，佈放地點東側鄰

近臺北港防波堤，導致海流受岸線邊界及港口防波堤阻擋改變流向，

大抵平行於海岸線及岸線邊界。

 流速上中下層以2/3~2節為主，隨著水深變大，流速隨之變小。

上層水深 中層水深 下層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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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4/7)

※垂直剖面流分析

 為進一步瞭解不同水深之海流

流速與流向特性，本研究將探

討不同潮位時之垂直剖面流分

佈。

 觀測期間前2最高潮位發生時

間點依時間序為111年10月27

日12時 (潮位為1.76公尺 )及

112年4月22日0時(潮位1.80

公尺)，茲擷取此2時間點之大

潮潮波及所對應月份之中小潮

潮波，繪製不同潮位之垂直剖

面流進行分析討論

臺北港各月潮位時序列圖
(111/10~112/4)  

 

 

四、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5/7)

※垂直剖面流分析－AWAC
 不同潮位之流速分佈均不相同，在大潮潮波時，漲潮段的流速略大於退潮段

流速，在中小潮波時，則無此現象存在。

 漲潮平潮段(flood)主要流向為WSW向，高潮(high water)介於ENE~E向間，

退潮平潮段(ebb)以E向為主，低潮(low water)則介於WNW~SW向間，在

上層水深流向較偏向WNW~WSW向，隨著水深變深，流向漸漸轉成SW向。

(flood) (high water) (ebb) (low water) (flood)

(flood) (high water) (ebb) (low water) (flood)

(flood) (high water) (ebb) (low water) (flood)

(flood) (high water) (ebb) (low water) (flood)大潮 中小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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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6/7)

※垂直剖面流分析－資料浮標
 不同潮位之流速分佈均不相同，在漲潮段的流速略大於退潮段流速，此現象與AWAC呈現

一致。

 漲潮平潮段(flood)以WSW向為主，高潮(high water)在大潮時上層水深偏向E向，下層水

深則轉為ESE向，在中小潮時，上層水深介於N~ENE向間，下層則轉為E向，退潮平潮段

(ebb)介於NNW~ENE間，低潮(low water)主要流向介於SW~WSW向間。

(flood) (high water) (ebb) (low water) (flood)(flood) (high water) (ebb) (low water) (flood)

(flood) (high water) (ebb) (low water) (flood)

大潮

中小潮

 
 

 

四、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7/7)

※潮流分析

 擷取臺北港AWAC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海流觀測資料進行調

和分析作業。

分潮
E方向 N方向

振幅(cm/sec) 遲角(deg) 振幅(cm/sec) 遲角(deg)

M2 9.75 317.21 6.97 333.93

K1 0.92 66.35 0.39 0.97

S2 7.55 41.22 4.46 47.18

O1 0.94 26.55 0.94 340.2

臺北港潮流各主要分潮參數表

臺北港各主要分潮潮流橢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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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2/7)

※結論－歷年海流觀測資料統計分析成果

港域

2022年 歷年

蒐集率(%)
平均流速

(cm/s)
最大流速(cm/s)

(流向)
平均流速

(cm/s)
最大流速(cm/s)

(流向)
主要流向

(占比)

臺北港 85.2 41.1 112.7(ENE) 41.7 339.3(E) WSW(22.8%)

基隆港 89.6 17.1 73.5 (SW) 17.6 73.5(SW) SW(11.2%)

蘇澳港 97.7 15.6 80.6 (SW) 17.9 224.9 (S) N(12.9%)

花蓮港 98.7 16.3 67.1 (WSW) 19.4 311.7 (SSE) SW(11.3%)

高雄港 98.2 26.3 106 (NNW) 29 125.6(NNW) S(18.4%)

安平港 98.8 27.2 128.5(WNW) 23.7 181 (NW) SSE(15.7%)

布袋港 98.9 27 150.2(WNW) 28 338.1(W) NNE(27.3%)

臺中港 98.7 33.5 147.5(WSW) 38.6 259.7 (SW) N(18.7%)

 
 

 

五、結論與建議(1/3)

※結論－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

 以AWAC及資料浮標進行不同垂直水深之海流流速流向分析結果顯示，

在AWAC部分，上中下層流向均以ENE、E及WSW為主要流向，大抵

平行於海岸線，流速上中層以2/3~1.5節為主，下層則以1/2~1節為

主；在資料浮標部分，上中下層流向以NNE、N、WSW及W為主要

流向，因佈放地點東側鄰近臺北港防波堤，導致海流受岸線邊界及港

口防波堤阻擋改變流向，然原則上大抵平行於海岸線及岸線邊界，流

速上中下層以2/3~2節為主。兩者均顯示隨著水深變大，有著流速隨

之變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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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2/3)

※結論－臺北港海流觀測資料特性分析

 在不同潮位時之垂直剖面流分佈特性顯示，在大潮潮波時，漲潮段的

流速略大於退潮段流速，在中小潮波時，則無此現象存在；在潮位與

海流關聯性方面，在高低潮時，其所對應海流流向均已轉向，顯示海

流與潮位具有相位延遲現象存在，後續可針對此現象進一步研究。

 以潮流調和分析結果顯示，M2為最大主要分潮，S2分潮次之，M2

分潮之E方向振幅為9.75 cm/s，遲角為317.21o，N方向振幅為6.97

cm/s，遲角為333.93o。

 
 

 

五、結論與建議(3/3)

※建議

 建立海氣象觀測站過程中調查及量測資料實屬珍貴，惟外海波浪、海

流儀器觀測站附近常有漁民及釣客停留，需加強勸導維護儀器安全，

俾使觀測設備及資料擷取系統維持正常，避免國家資源浪費與工作成

果損失。

 現場觀測儀器與資料傳輸設備需定期執行維護保養作業，以維持觀測

資料品質，如水下波流儀，因長期置放於水中，儀器外易附著海生物，

影響音鼓發射能量，建議每3~4個月派遣潛水員執行外部音鼓清潔，

每年至少需執行1次儀器更換作業，以維持儀器觀測效能。

 為因應各港工程建設規劃，過去海氣象觀測工作著重於港外(外海)之

監測，然近年各港建設已達一定規模程度，因此對於港埠維護管理之

需求增加，茲建議未來可加強港內海氣象之監測，以做為營運規劃設

計、船舶航行安全、船席靠泊卸載，碼頭設施施工等作業時的參考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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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意見及辦理情形說明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自辦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計畫名稱：MOTC-IOT-112-H2CA001d 商港海流觀測及統計分析 

執行單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第二科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處理情形 

一、林佑任委員 

1. 有關測站所記錄到海流的最大流

速，建議未來可顯示發生的日期與

時間或當時的特殊事件，可提高參

考價值，日期可能可以看出季風或

颱風事件之影響，時間上可能可以

判斷是否有漲退潮效應之影響。 

2. 有關台北港最大流速 339.3cm/s 流

向為 E,該流向與主要海流流向

WSW 幾乎相反，其他港似乎也有

此現象，所以感覺最大流速狀況好

像比較像是單獨短延時事件，可能

是颱風或季節轉換變化，另外因為

測站距離岸邊也不遠因此除了潮流

性質也會有近岸流之性質，以上實

際原因為何很有興趣知道。 

3. 大流速發生時間可能也是海底床質

沖刷移動最大之時間，可能為影響

海底地形變化的重要時間點之一，

因此大流速發生事件的歷時時間也

可能很有參考價值。 

4. P4-19 各分潮代號是否有造成之各

主要外力來源如各別的引潮力之意

義，若有建議一併說明可更清楚物

理意義。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補充。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補充。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補充。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補充。 

二、張金機委員 

1. 流速觀測受測站位址影響很大，例

如臺中港設在北堤前端，雖有距但

仍受沿岸風驅流影響，以致流速偏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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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處理情形 

大。但觀測所得數據對進出港操船

幫助很大，花蓮港亦相同。 

2. 港口設有兩測站建議能相互驗證，

以確實掌握資料正確性。 

3. 臺灣西海岸港口流速受潮汐漲退影

響很大，能否將潮流分析出來。風

速產生風驅流大部份顯現在波浪流

中，對較淺水域影響較大。 

4. 臺灣海流主要為海潮流，主流集中

在東海岸，支流在西岸，流向往北。 

5. P5-26流向(來向)應改為(去向)。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年報統一修正。 

三、張家豪委員 

1. 有關海流觀測報告之部分建議與前

述波浪觀測報告意見相同。另 P5-1

研究單位分析 2022 年各商港海流

主要測站資料蒐集率，其中臺北港

及基隆港年蒐集率分別為 85.2%及

89.6%，較其他港約 97~98%為低，

可否瞭解其原因為何? 

2. P5-4 研究單位建議未來可加強港

內海氣象之監測，個人非常認同，

目前臺中港引水人進出港及港內移

泊引領時均靠個人經驗及專業，未

來運技中心如增設測站港內有實際

海流觀測資料，引水人領航過程可

依數值建議商船適合航速與航向，

將有助於港內航行安全。 

 

感謝委員建議，臺北港及基隆港年蒐集率

較低，主要是因儀器設備故障造成，依據

本所海氣象維護流程，在發現儀器設備疑

似異常，即派員前往現場瞭解異常原因並

嘗試排除，茲仍維持各港蒐集率達 80%以

上，所蒐集資料仍具有其代表性。 

 

感謝委員肯定。 

四、本所運輸技術研究中心 

1. 鄭登鍵副研究員 

(1) P3-3、P5-3台中港的「臺」，請

統一用字。 

(2) P2-14，2.-儀器維護與系統保

養，建議加入現行儀器保養維護

之頻率，做為 5.2建議第(2)點之

比較基礎。 

2. 李俊穎副研究員 

(1) 本年度測站亦有多次維護作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往後年度報告撰寫

之參據。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往後年度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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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處理情形 

業，建議可摘錄維護情形放入報

告內補述做為後續測站維護參

考。 

(2) 現階段大多資料為同一設備，但

後續年度可能會因應不同設備

會需要整合不同儀器間資料，建

議後續可再另案考量評估。 

(3) 案例分析時，建議可補述觀測站

位置圖及水深，以及不同儀器觀

測流速時做法及分析方式，並適

當說明圖4.8至圖4.14之圖內表

示方式。 

(4) 建議調整圖4.8至圖4.14上方潮

位示意圖，可改成實際潮位歷

線，可更符合現況便於理解。 

3. 林雅雯科長 

(1) P 4-17，4.3 節潮流分析為何分

析 107 年資料而非近期資料？

建議補充說明。 

(2) P 4-13，圖 4.7建議 X軸增加每

日刻度。 

(3) P 4-14~4-17，AWAC 與資料浮

標垂直剖面流流速未來可以曲

線互相套疊比較。 

之參據。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補充。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潮流分析使用 107年觀測

資料係因該年度觀測資料完整，茲針對該

年度資料分析，期獲得較佳結果。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文中統一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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