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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議程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四 

時間 議程內容 

0800-163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蔡清標理事長、貴賓 致詞 

0930-1010 
專題演講 Plenary Ⅰ 

引言人：海洋大學許泰文校長             演講者：中央研究院劉立方院士 

1010-1030 茶敘 

1030-1110 
專題演講 Plenary Ⅱ 

引言人：中山大學西灣講座陳陽益教授    演講者：桃園市環保局呂理德局長 

1110-1150 
專題演講 Plenary Ⅲ 

引言人：國家海洋研究院邱永芳院長         演講者：宏華營造陳宗邦總經理 

1150-1330 午餐 

1330-1500 

論文發表Ⅰ 

主題 A 主題 C 主題 D 主題 E 主題 F 

水動力、潮波流

及漂沙研究發展 

港灣、海域及

海岸工程實務 

海洋能與離岸

風力 
桃園海岸特輯 

劉院士榮譽

特輯 

珊瑚廳 翡翠廳 瑪瑙廳 珍珠廳 琥珀廳 

1500-1520 茶敘 

1520-1710 

論文發表Ⅱ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C 主題 D 主題 E 

水動力、潮波流

及漂沙研究發展 

海岸帶永續治

理 

港灣、海域及

海岸工程實務 

海洋能與離岸

風力 

桃園海岸特

輯 

珊瑚廳 琥珀廳 翡翠廳 瑪瑙廳 珍珠廳 

1730-2000 晚宴(和逸廳 3F) 

20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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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五(08:30-17:00) 

時間 議程內容 

0830-1200 報到 

0900-1030 

論文發表Ⅲ 

主題 A、E 主題 A 主題 B 主題 C 主題 F 

水動力、潮波流

及漂沙研究發展 水動力、潮波流

及漂沙研究發展 

海岸帶永

續治理 

港灣、海域及

海岸工程實務 

劉院士榮譽

特輯 
桃園海岸特輯 

珍珠廳 珊瑚廳 琥珀廳 翡翠廳 瑪瑙廳 

1030-1050 茶敘 

1050-1230 

論文發表Ⅳ 

主題 A 主題 B、C 主題 C 主題 F 

水動力、潮波流及

漂沙研究發展 

海岸帶永續治理 
港灣、海域及

海岸工程實務 

劉院士榮譽

特輯 港灣、海域及 

海岸工程實務 

珍珠廳 珊瑚廳 琥珀廳 翡翠廳 瑪瑙廳 

1230-1400 午餐 

1420-1630 工程參觀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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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資訊 

 

專題演講Ⅰ：On Stokes Wave Solutions 

 

引言人：海洋大學許泰文校長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劉立方院士 

 

 

摘要 

 

  Using a perturbation method with the aid of MATLAB Symbolic 

Toolbox, a new set of Stokes wave solutions, up to the fifth order, are 

derived. The new solutions are expressed in term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 

velocity potential and wave celerity (or frequency dispersion relation), 

which are called the group A solutions. Normalizing the group A solutions 

by the amplitude of the first harmonic in the free surface profile results in 

a different set of solutions with same order of accuracy, which are called 

the group B solutions. The group A and B solutions in the deep-water limit 

are also deduced and discussed. The new solutions ar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solutions up to fifth order. In group A, slight differences appear 

among the existing solutions, starting from the third order. In group B, the 

expression for free surface profile is identical. However,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ird order and higher order) exist in wave celerity and velocity 

potential, resulting in different fluid particle velocity. Numerical examples 

are provided to qua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fifth order 

solutions and those of Fenton's solutions in both group A and B. The 

maximum percentage differences in fluid particle velocity can be more 

th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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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主講人簡歷 

 

個人資訊 

姓名 劉立方 Philip Li-Fan Liu 

職稱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專長 海嘯科學、波浪理論 

 

學歷 

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 Ph.D. Hydrodynamics  博士 

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 土木工程研究所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 

 

經歷 

2009 (July) –  2015 (July):  

Director,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nell. 

2015 (August) – 2019 (July):  

Vice Presid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榮譽 

2021 

Distinguished Alumnu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7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Enhancement of Tsunami/Coastal Disaster Resilience 

2016 – present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Taiwan 

2015 – present 

Member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USA 

2013 – present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2006 – present 

Fellow of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個人相關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uscoastal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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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Ⅱ：桃園海岸治理 

 

引言人：中央大學吳瑞賢副校長 

主講人：桃園市環保局呂理德局長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四 10:30-11:10 

 

 

摘要 

 

 

桃園市海岸治理首先規劃並完成了國內第一本針對海岸生態保護的政

策白皮書「自然 樂活 海好有你——桃園市海岸生態保護白皮書」，並以海

岸生態的永續發展，海岸不受破壞，讓人工海岸最小化、自然海岸最大

化，加強污染管制，建立海岸生態與水質常態監測外，也將結合環境教

育，發展深度生態旅遊，並納入氣候變遷課題，再發展一套住民參與機

制，共同維護海岸。  

  同時成立海岸專責機構，統一海岸權責管理單位海岸管理處，避免因法

令造成的多重機關混亂；以更嚴格的法令保護藻礁、石滬、國家級濕地等

重要生態敏感區；透過民眾參與海岸保護的機制，推廣環教，發展社區特

色的生態觀光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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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主講人簡歷 

 

個人資訊 

姓名：呂理德 

職稱：桃園市環保局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執行秘書 

中國時報資深環境新聞記者 

中國時報主筆 

中華民國環境記者聯誼會第一、二、三、五、六、七、十屆會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兼任教授 

桃園縣政府永續發展委員 

台北縣政府永續發展委員 

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永續發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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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Ⅲ：從離岸風電看台灣海事工程之展望 

 

引言人：國家海洋研究院邱永芳院長 

主講人：宏華營造陳宗邦總經理 

 

 

摘要 

 

 

統上台灣的海事工程以港灣建設及近岸海域保護工程為主，多年來發展有

限，隨著地球暖化逐漸成為國際議題，而綠色能源需求也日益為企業所接受。

政府遂自 2010 年起推動離岸風力發電計畫，因此為台灣海事工程界提供一個新

的發展契機，由近岸走向離岸。然國內海事工程界也因此面臨，海象天候更加

嚴峻、距離岸邊基地更遠及各項安全與技術問題。為解決這些難題，必須由根

本觀念之革新做起，須了解離岸風電產業為一複合性產業，包含海洋、土木、

機械、電機、船舶、財務、管理等不同性質之工作、同時亦是建造與營運維修

之永續且循環經濟。展望未來海事工程產業，除需引進各式符合國內海域條件

之工作船機外，更須從政府政策之確立、研定符合深水海域標準之規劃設計規

範、機械設備採購及艤裝、海事專業人才培育與訓練、實務經驗累積與傳承等

五大項依序執行，方能引領台灣海事工程產業突破各種困境、奠定百年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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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主講人簡歷 

 

個人資訊 

姓名：陳宗邦 

職稱：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經歷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理事 

台灣風能協會 理事 

臺中市海事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36 年海事工程經驗，1996 年起擔任宏華營造公司總經理迄今 

 

榮譽 

2020 年  

引進具備 DP2 之專業鑽探船，成功完成「CIP 彰芳與西島風場之海底鑽探

工程」 

2019 年 

協助交通部緊急搶救「蘇澳港南方澳跨港大橋拆除工程」 

榮獲「2019 年城市工程品質」金質獎 

榮獲第 19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 

2018 年 

榮獲經濟部「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 

榮獲第 18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 

2017 年 

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優良獎 

2016 年 

第 16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特優 

年領導團隊完成國人第一座海上觀測塔工程「台電彰化離岸風力發電計畫-

南區海氣象觀測塔新建工程」 

 

個人相關網站 

www.hunghu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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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分類 

主題 A：水動力、潮波流及漂沙研究發展 

A-1 水動力研究 

A-2 波流與結構物等交互作用 

A-3 潮汐、波浪、海流研究 

A-4 漂砂研究與發展 

A-5 海岸變遷過程 

A-6 其他相關 

主題 B：海岸帶永續治理 

B-1 海岸管理與策略 

B-2 減緩氣候變遷 

B-3 海岸開發與社會衝擊 

B-4 海域環境汙染研究與防治 

B-5 智慧防災、工法與新技術 

B-6 海岸災害或調適案例 

B-7 其他相關 

主題 C：港灣、海域及海岸工程實務 

C-1 港灣及海域工程 

C-2 海岸工程 

C-3 海洋大地工程 

C-4 海事人才 

C-5 水下技術 

C-6 其他相關工程實務 

主題 D：海洋能與離岸風力 

D-1 離岸結構物 

D-2 施工管理 

D-3 施工與開發 

D-4 資源調查 

D-5 開發紀實與探討 

D-6 其他相關 

主題 E：桃園海岸特輯 

桃園海岸有三接工業港及河川汙染等開發議題，並有地景、生態與濕地保

育區，本分類針對海岸環境保育與明智利用、實現整體海岸管理的永續願

景，特邀請研究或案例地點位於桃園市海岸帶，議題涵蓋海岸防護工程、

濕地生態、海岸物理、海岸化學、環境汙染、工程開發、海岸保護、管理

與治理、海洋及漁村文化等相關研究、調查、監測、管理與應用案例。 

主題 F：劉院士榮譽特輯 

劉立方院士深具學術威望，長期為台灣與國際提攜海洋工程與科學人才。

劉院士為中大國鼎講座教授，特藉此研討會敬邀投稿此特輯，共同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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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場次論文發表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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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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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A
：
水
動
力
、
潮
波
流
及
漂
沙
研
究
發
展

 

珊
瑚
廳

 

主
持
人
：
翁
文
凱

 
教
授
、
陳
冠
宇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A
2
 

1
3
:3

0
 

程
皓
、
石
瑞
祥
、
翁
文
凱

 

李
基
毓
、
林
志
鴻
、
吳
佳
承

 
以

P
IV

技
術
探
討
浮
式
翼
板
結
構
物
引
起
的
渦
流
能
量
特
性
之
研
究

 

2
 

A
2
 

1
3
:4

2
 

林
敬
樺
、
張
義
偉
、
陳
冠
宇

 
平
滑
底
床
上
受
潰
壩
作
用
下
之
擬
海
嘯
石
運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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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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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藍
元
志
、
王
柏
鈞
、
林
大
為

 

李
翌
德
、
翁
文
凱

 
波
浪
通
過
固
定
型
乾
式
人
工
植
生
浮
島
之
波
減
衰
效
應
試
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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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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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志
華

 
圓
柱
底
床
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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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
升
之
遠
場
波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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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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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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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鈞
程
、
吳
昀
達

 
以
平
滑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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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動
力
法
模
擬
潰
壩
式
湧
波
於
光
滑
斜
坡
之
溯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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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郁
哲
、
吳
昀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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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
式
湧
波
於
粗
糙
斜
坡
溯
升
之
試
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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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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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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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
崧
瑋
、
郭
榮
煉
、
羅
弘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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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波
於
泥
質
海
床
上
過
直
立
式
圓
柱
之
數
值
研
究

 

  
 



 

2
1
 

 

第
4
3
屆
海
洋
工
程
研
討
會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2
0

2
1
年

1
1
月

 

P
ro

ce
ed

in
g
s 

o
f 

th
e 

4
3

rd
 O

ce
an

 E
n

g
in

ee
ri

n
g
 C

o
n

fe
re

n
ce

 i
n

 T
ai

w
an

 

N
at

io
n

al
 C

en
tr

al
 U

n
iv

er
si

ty
, 

N
o
v
em

b
er

 2
0
2

1
 

1
1

0
年

1
1
月

1
8
日

 
(四

) 

主
題

C
：
港
灣
、
海
域
及
海
岸
工
程
實
務

 

翡
翠
廳

 

主
持
人
：
曾
以
帆

 
副
教
授
、
林
宇
銜

 
副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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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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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昭
明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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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於
自
主
水
下
載
具
之
實
現
與
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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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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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家
昊
、
陳
信
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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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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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
式
無
人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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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具
之
系
統
架
構
概
念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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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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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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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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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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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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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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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憲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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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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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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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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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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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陣
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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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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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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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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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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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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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瑪
瑙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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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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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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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技
術
輔
助
進
行
水
下
地
貌
辨
識
與
潛
在
危
害
分
析
之
可
行
性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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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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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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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E
：
桃
園
海
岸
特
輯

 

珍
珠
廳

 

主
持
人
：
林
宗
儀

 
教
授
、
方
天
熹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E
 

1
3
:3

0
 

林
立
昌
、
巫
秀
堅
、
林
庭
輝

 

李
冠
頡
、
江
正
宏

 
應
用
生
態
工
法
於
濕
地
復
育
營
造
之
探
討

-以
許
厝
港
濕
地
為
例

 

2
 

E
 

1
3
:4

2
 

李
悅
瑞
、
林
立
昌
、
王
雅
慧

 

吳
亭
、
呂
蘋
恩
、
呂
儼
展

 
探
討
海
洋
文
化
景
觀
傳
承
與
永
續
經
營
之
策
略

-以
新
屋
石
滬
為
例

 

3
 

E
 

1
3
:5

4
 

林
立
昌
、
林
錫
聰
、
王
雅
慧

 

蕭
瓊
茹
、
巫
思
佩

 
桃
園
海
岸
治
理
策
略
及
經
驗
分
享

 

4
 

E
 

1
4
:0

6
 

呂
紹
平
、
林
宗
儀
、
王
雅
慧

 
草
漯
沙
丘
季
節
性
地
形
變
化
監
測
與
分
析

 

5
 

E
 

1
4
:1

8
 

巫
思
佩
、
蕭
瓊
茹

 

王
雅
慧
、
林
立
昌

 
 

桃
園
海
岸
跨
域
平
台
運
作
機
制

 

6
 

E
 

1
4
:3

0
 

邱
申
富
、
洪
以
柔

 

許
嘉
麟
、
林
立
昌

 
 

桃
園
海
岸
地
區
水
域
微
塑
膠
調
查
之
探
討

 

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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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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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
天
熹
、
戴
仕
彥

 

林
立
昌
、
許
嘉
麟

 
 

海
域
水
質
監
測
網
建
構
之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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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F
：
劉
院
士
榮
譽
特
輯

 

琥
珀
廳

 

主
持
人
：
黃
國
書

 
研
究
員
、
李
政
賢

 
副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F
 

1
3
:3

0
 

吳
昀
達
、
劉
立
方

 
長
衝
程
造
波
機
應
用
於
連
續
孤
立
波
生
成
、
演
化
及
溯
升
之
試
驗
研
究

 

2
 

F
 

1
3
:4

2
 

羅
弘
岳

 
山
崩
海
嘯
之
半
解
析
解
及
其
於

1
9
9
8
年
巴
布
亞
紐
幾
內
亞
海
嘯
之
應
用

 

3
 

F
 

1
3
:5

4
 
范
子
軒
、
許
家
鈞
、
吳
祚
任
、
林
君
蔚

 
以
影
響
強
度
法
分
析
與
重
建

1
8
4
5
雲
林
口
湖
風
暴
潮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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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逸
軒
、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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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錢
樺
、
王
仲
宇

 

朱
佳
仁
、
張
煥
盟

 
三
維
流
固
耦
合
模
式
開
發
：
空
拋
浮
標
入
水
及
隨
波
模
擬

 

7
 

B
5

 
1
4
:4

2
 
陳
威
成
、
陳
盈
智
、
陳
憲
宗
、
董
東
璟

 
人
工
智
慧
演
算
法
在
瘋
狗
浪
機
率
預
警
系
統
建
置
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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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A
：
水
動
力
、
潮
波
流
及
漂
沙
研
究
發
展

 

珊
瑚
廳
 

主
持
人
：
莊
士
賢

 
副
教
授
、
陳
佳
琳

 
助
理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A
3
 

1
5
:2

0
 

吳
立
中
、
饒
國
清
、
羅
冠
顯

 
臺
北
港
資
料
浮
標
監
測
剖
面
流
場
特
徵
之
初
探

 

2
 

A
3
 

1
5
:3

2
 

程
嘉
彥
、
黃
郁
軒
、
陳
少
華

 

余
昭
明
、
徐
堂
家

 
波
束
成
型
演
算
法
應
用
於
流
場
解
析
之
研
究

 

3
 

A
3
 

1
5
:4

4
 

蔡
聖
德
、
陳
佳
琳

 
數
值
模
式
應
用
於
峽
谷
異
重
流
之
探
討

 

4
 

A
3
 

1
5
:5

6
 

林
呈
、
莊
博
宇
、
高
明
哲

 

羅
立
芳
、
徐
瑋
崙

 
孤
立
波
於

1
:3
斜
坡
上
溯
升
過
程
之
自
由
表
面
運
動
特
性
探
討

 

5
 

A
3
 

1
6
:0

8
 

傅
科
憲
、
林
昆
毅
、
王
博
賢

 

李
孟
學
、
卓
訓
杰
、
李
宜
芳

 

楊
文
昌
、
鮑
俊
宏

 

南
沙
水
文
浮
標
觀
測
系
統
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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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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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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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李
堉
辰
、
陳
盈
智
、
董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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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常
波
浪
與
群
波
現
象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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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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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莊
士
賢
、
周
嘉
銘
、
陳
禹
儒

 
海
灘
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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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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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
升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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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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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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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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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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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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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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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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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B
：
海
岸
帶
永
續
治
理

 

琥
珀
廳

 

主
持
人
：
張
憲
國

 
教
授
、
賴
堅
戊

 
研
究
員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B
5

 
1
5
:2

0
 

林
騰
威
、
蔣
敏
玲

 

林
雅
雯
、
賴
志
炫

 
智
慧
港
口
之
海
氣
象
及
應
變
即
時
系
統

 

2
 

B
5

 
1
5
:3

2
 

黃
翔
瑜
、
劉
景
毅
、
張
引

 
七
股
潟
湖
內
牡
蠣
礁
成
長
研
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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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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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
氏
玲
慈
、
黃
志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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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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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柯
鈞
瀚
、
蔡
清
標

 

葉
錦
華
、
朱
展
宏

 
微
生
物
誘
導
碳
酸
鈣
沉
澱

(M
IC

P
)技

術
應
用
於
抑
制
海
岸
侵
蝕
試
驗
研
究

 

5
 

B
5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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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賴
堅
戊
、
呂
宜
潔
、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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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海
難
漂
流
搜
索
之
海
流
數
據
選
用
指
南
芻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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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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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王
星
宇
、
楊
一
中

 

方
惠
民
、
張
崑
宗

 
無
人
飛
行
載
具
於
近
岸
觀
測
應
用
初
步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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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1
6
:3

2
 

林
聖
哲
、
張
憲
國

 
應
用
模
糊
層
級
分
析
法
確
立
臺
灣
智
慧
港
發
展
評
估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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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4

4
 

何
雅
惠
、
李
敏
豐
、
陳
沛
宏

 

廖
建
明
、
董
東
璟

 
海
域
遊
憩
環
境
風
險
評
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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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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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
憲
國
、
陳
蔚
瑋

 

劉
勁
成
、
王
順
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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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及
非
對
稱
參
數
化
風
場
模
式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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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

C
：
港
灣
、
海
域
及
海
岸
工
程
實
務

 

翡
翠
廳

 

主
持
人
：
翁
健
二

 
教
授
、
方
惠
民

 
助
理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C
1

 
1
5
:2

0
 

洪
維
屏
、
甘
翊
萱
、
林
彥
廷

 

黃
春
嘉
、
李
政
軒
、
韓
仁
毓

 
應
用
自
動
化
無
人
機
巡
檢
測
繪
技
術
於
海
港
環
境
監
測
評
估

 

2
 

C
1

 
1
5
:3

2
 

呂
宜
潔
、
楊
文
昌
、
邱
永
芳

 
海
洋
大
數
據
之
整
合
加
值

-全
國
海
域
風
波
潮
流
統
計
年
報
製
作

(以
2
0
1
9
年
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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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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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方
惠
民
、
江
宗
翰
、
蕭
松
山

 

劉
乃
慈
、
蔡
秉
杰

 
應
用
無
人
機
檢
測
海
堤
消
波
塊
之
研
究

 

4
 

C
1

 
1
5
:5

6
 

黃
義
傑
、
羅
冠
顯
、
許
文
陽

 
台
灣
港
區
海
氣
象
資
料
品
管
檢
核
之
研
究

 

5
 

C
1

 
1
6
:0

8
 

周
立
翔
、
夏
武
成
、
蘇
仕
峯

 
花
蓮
港
颱
風
波
浪
之
數
值
模
擬

 

6
 

C
1

 
1
6
:2

0
 

張
博
維
、
梁
乃
匡
、
陳
吉
紀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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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楊
瑞
源

 
可
調
式
張
力
腿
浮
動
平
台
之
運
動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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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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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達
、
林
受
勳
、
張
君
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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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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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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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探
討
臺
中
港
外
港
區
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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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化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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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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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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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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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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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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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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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沙
案
例
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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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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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
騰
威
、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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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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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林
雅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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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視
覺
化
電
子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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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港
灣
環
境
資
訊
之
輔
助
決
策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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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

D
：
海
洋
能
與
離
岸
風
力

 

瑪
瑙
廳

 

主
持
人
：
李
賢
華

 
教
授
、
楊
瑞
源

 
副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D
1
 

1
5
:2

0
 

李
治
廣
、
許
文
陽
、
黃
子
鴻

 

張
碩
軒
、
徐
仕
昇

 
海
上
通
訊
浮
筒
研
發

 

2
 

D
1
 

1
5
:3

2
 

姚
皓
晟
、
陳
俐
妤
、
楊
瑞
源

 
駁
船
式
浮
動
平
台
於
波
流
作
用
下
繫
纜
失
效
後
運
動
行
為
響
應

 

3
 

D
1
 

1
5
:4

4
 

唐
宏
結
、
姚
皓
晟
、
楊
瑞
源

 
模
型
箱
網
斷
纜
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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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
江
文
山
、
冉
繁
華

 
生
物
附
著
於
海
上
箱
網
繫
纜
及
網
袋
之
繫
纜
疲
勞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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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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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勝
翊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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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電
機
在
地
震
下
的
動
態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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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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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陽
益
、
湯
智
誠
、
陳
信
宏

 

賴
明
松
、
許
弘
莒

 
非
線
性
波
浪
作
用
下
洋
流
發
電
機
組
受
力
之
試
驗
分
析

 

8
 

D
1
 

1
6
:4

4
 

李
賢
華
、
温
辰
諺
、
陳
冠
甫

 
震
盪
水
柱
波
能
轉
換
系
統
結
合
離
岸
風
機
套
筒
式
基
礎
發
電
效
益
評
估
試
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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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5

6
 

陳
信
宏
、
楊
瑞
源
、
萬
竣
翔

 

賴
明
松
、
吳
恩
綺

 
波
流
作
用
下
海
洋
結
構
物
保
護
工
之
試
驗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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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主
題

E
：
桃
園
海
岸
特
輯

 

珍
珠
廳

 

主
持
人
：
陳
平

 
研
究
員
、
陳
沛
芫

 
助
理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E
 

1
5
:2

0
 

林
立
昌
、
黃
志
誠

 

葉
正
陽
、
許
嘉
麟

 
應
用
無
人
機
空
拍
技
術
於
桃
園
海
岸
帶
的
調
查

 

2
 

E
 

1
5
:3

2
 

黃
志
誠
、
葉
正
陽
、
周
舶
皓

 

鄧
鑄
源
、
劉
孟
樵

 
桃
園
海
岸
潮
間
帶
礁
體
棲
地
的
監
測

:無
人
機
影
像
的
應
用

 

3
 

E
 

1
5
:4

4
 

黃
國
文
、
李
豐
佐
、
賴
進
松

 

楊
欣
樺
、
林
立
昌

 
應
用
全
潮
測
量
於
感
潮
濕
地
管
理
之
探
討

-以
許
厝
港
濕
地
為
例

 

4
 

E
 

1
5
:5

6
 

陳
平
、
周
瑋
珊
、
康
兆
凱

 
近
十
年
來
桃
園
河
川
與
海
岸
水
體
品
質
探
討

 

5
 

E
 

1
6
:0

8
 

藍
亦
汝
、
黃
志
誠

 
以
非
結
構
性
網
格
模
式
探
討
三
接
港
於
桃
園
海
岸
之
影
響

 

6
 

E
 

1
6
:2

0
 

林
智
明
、
陳
玫
蓉
、
江
佩
儒

 
海
岸
巡
護
隊
志
工
制
度
提
升
海
岸
清
理
工
作
績
效
之
探
討

 

7
 

E
 

1
6
:3

2
 

陳
柏
蒝
、
王
彙
喬
、
陳
奕
榮

 

葉
翰
揚
、
冉
繁
華
、
李
孟
洲

 
桃
園
市
河
川
出
海
口
之
生
態
調
查
及
環
境
教
育
推
廣

 

8
 

E
 

1
6
:4

4
 

戴
妤
臻
、
江
佩
儒

 

張
語
珊
、
張
哲
岳

 
新
屋
濱
海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A

P
P

 
推
廣
之
經
驗
分
享

 

9
 

E
 

1
6
:5

6
 

林
志
融
、
李
培
芬
、
曾
威
捷

 

江
佩
儒
、
張
哲
岳
、
林
哲
宇

 
許
厝
港
濕
地
復
育
成
效
之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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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題

A
：
水
動
力
、
潮
波
流
及
漂
沙
研
究
發
展

 

珊
瑚
廳

 

主
持
人
：
錢
樺

 
教
授
、
謝
志
敏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A
3
 

0
9
:0

0
 

陶
瑞
全
、
錢
樺
、
魏
世
聰

 

鄭
安
、
李
政
達
、
蔡
立
宏

 

李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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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受
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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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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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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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於
高
頻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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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達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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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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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世
聰
、
錢
樺

 

張
煥
盟
、
林
立
昌

 
大
堀
溪
及
觀
音
溪
之
感
潮
河
段
特
性
研
究

 

3
 

A
3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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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
觀
印
、
鄭
安

 

錢
樺
、
林
源
煜

 
近
岸
海
域
水
質
連
續
監
測
與
異
常
警
報
設
計

 

4
 

A
3
 

0
9
:3

6
 

王
啟
竑
、
于
嘉
順

 

林
芳
如
、
朱
啟
豪

 
以
波
流
耦
合
數
值
模
式
探
討
臺
灣
的
異
常
巨
浪
案
例

 

5
 

A
3
 

0
9
:4

8
 

陳
盈
智
、
董
東
璟
、
蔡
政
翰

 
異
常
海
象
引
致
船
難
事
件
之
研
究

 

6
 

A
3
 

1
0
:0

0
 

陳
少
華
、
程
嘉
彥
、
徐
堂
家

 

黃
郁
軒
、
陳
世
明

 
相
位
陣
列
海
洋
雷
達
合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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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之
初
步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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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林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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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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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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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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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於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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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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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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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五

) 

主
題

A
：
水
動
力
、
潮
波
流
及
漂
沙
研
究
發
展
；
主
題

E
：
桃
園
海
岸
特
輯

 

珍
珠
廳

 

主
持
人
：
溫
志
中

 
副
教
授
、
張
志
華

 
教
授

 

順
序

 
類
別

 
時
間

 
作
者

 
論
文
名
稱

 

1
 

E
 

0
9
:0

0
 

林
伯
謙
、
黃
志
誠

 

沈
彥
豪
、
鄧
鑄
源

 
桃
園
海
岸
垃
圾
密
度
調
查
之
探
討

 

2
 

E
 

0
9
:1

2
 

劉
孟
樵
、
黃
志
誠
、
王
雅
慧

 
桃
園
新
屋
石
滬
無
人
空
拍
機
調
查
分
析

 

3
 

E
 

0
9
:2

4
 

林
献
祥
、
江
佩
儒

 

徐
榮
崇
、
簡
雯
潔

 

桃
園
市
海
岸
場
館
活
化
轉
型
為
里
海
環
境
教
育
設
施
場
所
之
地
方
實
踐

-以
桃
園
海
岸

五
大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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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以數值模式探討颱風期間淡水河流量對
水位影響 

顏辰宇 1 于嘉順 1 滕春慈 2  
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2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摘要  

臺灣因為位處西太平洋颱風易生成區域，颱風的風場變化會對沿海區域產生暴潮影響，

沿海區域水位增長，加上上游流量增加，使大量的水堆積於河口地區。為探討淡水河流域在

颱風期間潮汐及河道流量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將使用 SCHISM水動力模式來做淡水河感潮河

段以及河口區域水動力模擬，並透過 2016 年梅姬颱風做為案例，耦合風場模組來模擬颱風

期間風場所帶來的影響。根據結果顯示，潮汐訊號越往上游處振幅越小，且基隆河潮汐訊號

僅到汐止為止，這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在上游流量甚大的情況下，流向在河口不會改變，

表示潮汐訊號止於河口無法進入河道內部，並且在河口地區呈現水位堆高現象，河道與河口

潮汐訊號相比延遲更加明顯。 

關鍵字：淡水河、颱風、SCHISM、流量   

 

Observation of wind influences on near-surface 

turbulence in the coastal area 

Nguyen, Thi To Van1, Zhi-Cheng Huang1 

1 

Gradute Intis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inds and near-surface turbulences have been observed in a shallow 

water located in Matsu island (Taiwan). This study using velocity profiles measured from an upward 

looking ADCP Signature 1000 with 4Hz sampling rate. The tidal currents in this site was found 

really small (�̅� < 0.1 m/s) compared to the currents in the surface layer which hereby be assumed 

that relate to the seasonal local wind whose wind speed sometime could reach to 14 m/s. Besides, to 

observe the turbulence, the varriance methods developed by (Dewey and Stringer 2007) which 

helped to estimate the turbulent parameters as Reynolds stress, TKE from beams velocity of ADCP 

were also applied. The study has been doing to obtain more results and find the correlation of winds 

and currents in this study site.  

Keywords: Wind-driven currents; near-surface turbulence; ADCP; varrianc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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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以 PIV 技術探討浮式翼板結構物引起的
渦流能量特性之研究 

程皓 1 石瑞祥 2*翁文凱 2 李基毓  3 林志鴻 1 吳佳承 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生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進行水工模型試驗，探討週期波通過浮式翼板結構

物所產生的渦流能量特性。試驗以 5 種不同週期的波浪配合 4 種不同長度的翼板，計算出渦

流所產生的能量，將計算結果與各能量係數(反射係數 KR、透射係數 KT、能量損失係數 KL)

與入射波能量 EI 進行比較與討論。結果顯示波浪週期、翼板長度以及翼板位置皆會影響其

渦流能量，尤其當波浪通過有翼板的浮式結構物後，會明顯影響渦流能量的大小。同時發現

在 4 種翼板長度中，出現最大的渦流能量皆在週期Ｔ＝0.85 秒時發生，而在透射端的渦流能

量則會隨著週期變大而增加。若增加試驗波高，則渦流能量特性不變，但會增加其渦流能量。 

關鍵詞：浮式翼板結構物、垂直翼板、粒子圖像測速技術、渦流能量、能量衰減 

平滑底床上受潰壩作用下之擬海嘯石運移 

林敬樺 1 張義偉 2 陳冠宇 3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副研究員 
2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所)博士候選人 

3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利用潰壩(Dam break)方式仿製海嘯在光滑平坦底床上衝擊一個內裝微型感測器之擬海嘯

石，藉由高速攝影機及自主感測，觀察擬海嘯石在起動初期與傳輸之動態行為，以獲取運動期間內之

三維剛體運動資訊。仿真塊體之球度以及扁平度確定其形狀與型態是屬於扁平的扁球體，試驗條件之

設計分別為部分潛沒(partially submergerd) 、半潛沒(half-submerged)以及完全潛沒 (full-submerged) 。

試驗是採固定上游水位，改變下游水位以水位差及氣動閘門方式生成潰壩、潮湧及水躍；因此，潛沒

條件對於潰壩衝擊之生成有關。試驗結果顯示，每個潛沒條件下均有對應之臨界上下游水深比；在平

均傳輸速度以及傳輸距離上，以部分潛沒條件為最 大，推測這應與殘餘動量較高有關；而在初始運動

方面，則是與塊體重量、形狀與來流速度有關，在本試驗中，在受衝擊過程中均為二維平面運動與偏
擺。 

關鍵詞：潰壩、潛沒條件、擬海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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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波浪通過固定型乾式人工植生浮島之波
減衰效應試驗研究 

藍元志
1*

 王柏鈞
2
 林大為

2
 李翌德

3
 翁文凱

4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中心助理研究員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9-2221-E-019-040- 

本試驗研究探討波浪經過方箱類型乾式人工植生浮島時波浪之減衰，改變不同根植區透

水特性、沒水深度及植生浮島不同寬度，對波浪反射係數、透射係數及能量損失係數的影響。

試驗結果發現，以椰纖絲作為根植區材料組成的植生浮島對波浪消能的效果優於顆粒狀發泡

煉石材料。增加浮島寬度或是增加根植區沒水深度均能使波浪在浮島內部消減更多的波浪能

量，致使波浪透過率降低。波能損失係數隨根植區沒水深度增加呈現上下變化但整體趨勢增

加的情況。 

關鍵詞：人工植生浮島、波浪減衰 

圓柱底床瞬間抬升之遠場波研究 

張志華
1
 

*  

1*嶺東科技大學副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10-2221-E-275-001 

地震造成地殼斷層錯動是引起海嘯波的主因。本文應用三維數值模式計算地床圓柱體瞬

間上升所造成的遠場波動。數學模式以靜水深無因次化後，影響參數可簡化為圓柱半徑及抬

升高度。結果發現圓柱半徑對波浪型態會有大的影響。小的圓柱(e.g.半徑=2)在遠場產生簡諧

的包落群波且前首波非最大波;大的圓柱(e.g.半徑=10)在遠場的首波會產生孤立波型態且為

最大波。然而，圓柱抬升高度主要影響波浪幅度對形態影響不大。 

關鍵詞：圓柱底床、海嘯、孤立波、遠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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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以平滑粒子水動力法模擬潰壩式湧波
於光滑斜坡之溯升 

張鈞程
1
 吳昀達

2*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碩士生 
2*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8-2218-E-006-053-MY3  

因與安全息息相關，海嘯長波於近岸之傳播以及水動力特性乃海岸工程之重要研究範疇

之一。另因配置簡易且物理現象貼近現實，常有研究使用潰壩式湧波以模擬海嘯於近岸區之

特性，惟過去研究鮮少以粒子法數值模擬探討湧波推進至近岸斜坡的溯升變化。本研究將以

平滑粒子水動力法探討湧波溯升過程，以開源軟體 DualSPHysics 模擬潰壩式湧波通過一斜

坡斜率為 1/10 之光滑斜波，模擬水面變化及溯升特性，並與實驗量測之波高及溯升結果比

較，評估該數值模式針對湧波溯升問題之準確性及可行性。另本研究將進一步評析此數值模

式下潰壩式湧波之速度分布，透過分析湧波通過底床之時序流速剖面，並與實驗之量測值進

行比較，冀期可確認此數值模式對潰壩波之湧波溯升模擬能力，並歸納出該數值模式下之水

動力行為與實驗可能之差異，以供未來使用參考。 

關鍵詞：平滑粒子水動力法(Smooth Particle Hydrodynamic)、潰壩、湧波、溯升、流速剖面 

 

潰壩式湧波於粗糙斜坡溯升之試驗研究 

黃郁哲
1
 吳昀達

2*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碩士生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108-2218-E-006-053-MY3 

海嘯長波於近岸的災害深受沿岸地形特性影響，使得沿岸底床粗糙度與近岸結構物造成

溯升與溢淹等之變化，成為海岸工程學者專家關注的焦點。在既有文獻中，以潰壩式湧波探

討者，多著重於微觀粗糙度(如砂石鋪面底床)的沖刷帶特性及宏觀粗糙度(如近岸層層排列的

結構物)受力變化，然尚未考量宏觀粗糙度對溯升與溢淹的影響。於此，本研究以潰壩機制產

生不同強度之湧波，探討其於光滑及粗糙斜坡之溯升及溢淹。實驗的潰壩蓄水長度及水平發

展段均設為定值，而斜坡坡度為 1/10。粗糙斜坡則透過於光滑斜坡上鋪設等尺寸之方塊，用

以代表近岸區排列之結構物。實驗全程採非侵入式量測以降低任何侵入式儀器對待測流體可

能造成之影響。潰壩湧波的實驗再現性透過自由液面量測結果進行比較，並與既有文獻結果

相較以展示本實驗結果之準確程度。本研究考慮三種不同初始水深，以模擬實際海岸漲退潮

抑或海平面上升等影響結構物與岸線之相對距離，用予探討不同強度之湧波於光滑及粗糙斜

坡溯升及溢淹水深的變化，冀期歸納出一簡易判斷法則，供後續工程設計之參考。 

關鍵詞：潰壩、湧波、溯升、水工模型試驗、粗糙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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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孤立波於泥質海床上過直立式圓柱之數
值研究 

李崧瑋 郭榮煉 羅弘岳
*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國立台灣大學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9-2221-E-002-094- 

本文進行孤立波於高黏性流體海床上過直立式圓柱的水動力特性研究。基於開源數值軟體

OpenFOAM，建立三維數值波浪水槽，水槽中同時存在空氣、水、高黏性牛頓泥流三種流體及圓柱結

構物，討論流體與結構物互動之關係。研究發現孤立波通過圓柱過程中，高黏性牛頓泥床的泥面由於

波浪反射、波浪溯生，產生與水面不同的變化，此雙相流的動力機制為影響圓柱受力的主要因素。展

示使用三維網格產生器的可靠性，其能夠良好地捕捉波浪傳播的情形。最後以半解析解驗證賓漢泥流

數值模型，建立研究賓漢泥流的基礎。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為離岸風力發電及其他海洋工程的

規劃設計提供參考。 

關鍵詞：OpenFOAM、孤立波、直立圓柱、泥床、波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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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臺北港資料浮標監測剖面流場特徵之初 

吳立中
1* 
饒國清

2
羅冠顯

3 
1*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 副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 計畫經理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摘要 

受到潮汐、海溫、風與波浪等不同環境條件外力之驅動，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海水流動現象。海

流的速度與流向是港灣營運管理與引水操船之關鍵。往昔已有相關研究針對港區的海流特徵進行數值

模擬與實測近表層流資料的分析。有鑑於不同深度流場會對不同吃水深度的船艦造成影響，本文將研

究重點聚焦於剖面流場特徵之探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於 2021 年 1 月下旬在臺北

港海域建置有作業化之海氣象資料浮標，逐時取得並回傳風、波浪與剖面流的觀測數據。本研究針對

臺北港資料浮標 2~3 月份觀測所得之海流剖面資料，搭配臺北港岸邊潮位站的同步潮位觀測數據進行

初步之分析與探討。確認不同深度的分潮流速強度並不相同，但潮流橢圓長軸流向大致維持東北西南

走向，此一方向與當地海岸線方向大致平行。 

關鍵詞：資料浮標、海流剖面 

波束成型演算法應用於流場解析之研究 

程嘉彥  1* 黃郁軒  1 陳少華  1 余昭明  1 徐堂家  1 

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摘要  

以高頻雷達觀測海面流場具觀測範圍廣且時間連續之優點，為經濟的觀測方式，其關鍵技術乃在

於如何由回波訊號，進一步求得平面流場資訊。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與

夏威夷大學合作，於墾丁貓鼻頭架設相位陣列雷達觀測平面流場，其系統具有四支發射天線及八支以

矩陣方式排列之接收天線。相較於集成式雷達測流系統，相位陣列雷達具方向解析度較佳之優點，資

料解析方式則需搭配波束成型演算法方能展現陳列雷達於方向辨識上之優勢。本研究處理及分析陣列

雷達之回波訊號，由波束成型演算法解算回波資訊，獲得各方向之回波頻譜，並透過頻譜計算都普勒

頻移(Doppler shift)，最後獲得觀測範圍內之平面流速資訊。資料分析結果利用鄰近測站進行驗證，所

得相關係數約為 0.7，顯示本文解析方式與鄰近測站觀測成果具高度相關性，此外，解析結果亦與方

向辨識演算法解析結果具合理的一致性。 

關鍵詞：相位陣列雷達、波束成型、回波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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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數值模式應用於峽谷異重流之探討  

蔡聖德 1 陳佳琳 2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生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隨著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及網路通訊需求日益增加，一但海底電纜的斷裂將造成難以估計的損

失。Liu et al.(2012)在高屏峽谷的觀測中發現異重流可發生於懸沙濃度小於 40g/l 的情形，這與以往的

觀念不符合，Mulder and Syvitski(1995)根據世界 150 條河川歷年輸沙量、年逕流量與海水密度進行統

計後指出，當河流中的懸浮沉積物濃度達到 40-45g/l 時，會使挾帶沉積物的河水密度高於海水，因此

在河口附近河水與海水交界處，河水會下沉沿著底床斜坡向海的方向流動，形成異重流。因此本研究

利用中尺度海洋數值模式 ROMS 以及河川數值模式 hec-ras，基於現地觀測之河川斷面地形、流量歷

線、懸沙濃度、海域底質、潮汐、及垂向溫鹽分佈，進行模式架設，並根據觀測之水位進行模式率

定，以增加模式之真實性。並藉由三維數值模式深入探討定點觀測數據無法捕獲的現象，了解異重流

在高屏峽谷內發生的臨界條件以及相關物理參數，以提供相關領域之學者參考以及相關之決策使用。 

關鍵字: 異重流、高屏溪、臨界條件 

孤立波於 1:3 斜坡上溯升過程之自
由表面運動特性探討 

林呈 1 莊博宇 2 高明哲 3 羅立芳 4* 徐瑋崙 5 
1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2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生 
3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4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生 
5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生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8-2221-E-005-015-MY3 

本文以不同實驗條件之波高水深比(H0/h0 = 0.363 及 0.050)進行流場特性分析。實驗前，首先針對

入射之孤立波進行其波形、波形再現性、波速以及 HSPIV 量測系統之檢測，以確保實驗之正確性。

孤立波於斜坡之運動過程中之流場變化分為：溯升運動、停留於最高溯升高度及溯降運動。於墨汁染

黑水體之可視化法與 HSPIV 量測結果發現，孤立波於溯升過程中，其沖刷波前緣端之位移速度於特

定實驗條件水深比具有相似性，並以質點軌跡可視化法，測得於溯升運動期間，自由表面水粒子之運

動變化具連續性。 

關鍵詞：孤立波、HSPIV、溯升運動、沖刷波前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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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南沙水文浮標觀測系統建置  

傅科憲  1* 林昆毅  1 王博賢  1 李孟學  1 

卓訓杰  1 李宜芳  1 楊文昌  1 鮑俊宏  2 
1國家海洋研究院 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 

2海洋委員會 科技文教處 

摘要 

本研究為建置太平島南側水文浮標觀測系統，目標為進行長時間風、波、流、水下溫度及鹽度等

海洋基礎環境調查，冬季吹拂東北季風，波浪主要波向為東北東方，浪高超過 2m；夏季吹西南風，

波向以南方為主，浪高約 1-2 米。在 2020 年 12 月下旬至 2021 年 3 月水下 5 米與 35 米溫度及鹽度

觀測，底層 35 米水團的溫鹽特性受到東北-西南走向之全日週期潮流影響。在東北潮流最強時，伴隨

著帶來每日一次的低溫、高鹽水。 

關鍵詞：太平島、資料浮標、海洋觀測 

 

 

 

異常波浪與群波現象關聯性之研究 

李堉辰 1 陳盈智 2 董東璟 3 
1 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機械、海事和材料工程學院台夫特系統與控制中心博士生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生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異常波浪為近期熱門的研究議題，在許多非線性系統中中可發現它的存在，例如在光纖及深水波

的波傳遞。在海洋工程領域，異常波浪的形成機制眾說紛紜，部分研究發現異常波浪與非線性波群的

演化有關，因此本文從群波現象的特性出發，希望獲得異常波浪與群波現象之間之關聯性，未來可應

用於防災預警上。本研究使用了成大近海水文中心研發之連續且長期觀測的台東外洋浮標，使用零下

切法來進行異常波浪的資料挑選，另外選取正常海況資料以作為對照，結果發現從基本的波浪參數並

無法明顯區分出異常波浪與非異常波浪資料。然而從包絡線計算的群波參數，包含最大包絡線振幅、

平均包絡線週期、包絡線尖銳度、包絡線峰度、包絡線偏態，發現從所有的包絡線統計參數都皆能看

出異常波浪與非異常波浪資料之間的差別，顯示群波效應對於異常波浪的發生有極大的關聯性。 

關鍵詞：異常波浪、群波現象、實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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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海灘沖刷帶的波浪溯升與溯降之 UAV 影像分

析 

莊士賢 1 周嘉銘 2* 陳禹儒 3 
1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2*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所碩士生 
3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9-2221-E-006-101 

近岸沿海帶(nearshore littoral zone)是沿岸漂砂與海岸地形變遷主要影響之區域，包含碎波帶(surf 

zone)與沖刷帶(swash zone)。沖刷帶的流體和地形間存在著密切相關的動力機制，實有必要進行觀測

與監控，但礙於此區域時空變異程度劇烈，且相關研究文獻甚少。本研究以莊等(2020)研發的水線偵

測演算法為基礎，對沖刷帶的波浪溯升與溯降特性進行研究，除了優化該技術並證實演算法之適用

性，進而發展適當的資料品管程序以確保資料正確與品質，最後利用統計方法分析波浪溯升與溯降之

時序列與其波譜，以推估波浪在海灘斷面上的特性。 

關鍵詞：波浪溯升與溯降、水(灘)線偵測、無人飛行載具、海灘沖刷帶 

應用深度學習自動識別光學影片中離岸流  

莊士賢 1    徐新綸 2*    陳美慧 3    劉正千 4     鍾曉緯 5 

1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2*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研究生 
3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博士生 

4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全球觀測與資料分析中心特聘教授 
5 鉅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離岸流是由岸向海快速移動的海流，美國海岸救生協會及各國研究顯示，大多數海灘溺水事故的

肇因來自於離岸流。對海域遊憩安全而言，離岸流是潛在危險因子，然而一般未經教育或訓練的戲水

者常不具備辨別離岸流的能力。本研究以 YOLOv4 深度學習模型為架構，以海灘區常見的兩大類型

—通道狀(channel)與沉積物雲羽狀(sediment plume)離岸流為辨識目標，開發可從影片中自動識別離岸

流的模式。人工智慧的深度學習需要大量資料進行模型的訓練，離岸流影像資料是從網路上下載影像

及影片，再利用人工篩選並對原始影像做離岸流特徵框定，然後經影像擴充來增加樣本數量。模型最

佳化後的辨識精度達 80%以上，且辨識速率高於一般攝影幀率 60 FPS，因此可從海岸視訊站的動態

影像中即時辨識出離岸流。此初步成果未來可應用於自動監控及預警系統，來降低海岸遊憩風險，例

如：從海岸視訊站影像中同時偵測離岸流及遊客位置，自動播報警訊要求位於危險區內的遊客遠離；

救生或應變人員也可依據警訊，在離岸流的岸邊範圍插紅旗示警。 

關鍵詞：離岸流、深度學習、影像辨識、海域遊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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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太平島海域波浪模擬與分析  

李孟學 1* 傅科憲 1 楊文昌 2 江朕榮 3 卓訓杰 1 

1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2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主任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摘要 

國家海洋研究院於南沙太平島建置水文浮標觀測系統，即時量測南沙太平島水文資料，本研究利

用太平島水文浮標所蒐集之風與波浪資料，進行三種風場之波浪模擬驗證，並針對太平島海域進行巢

狀網格加密。再進行 2020 年 9、10 月太平島波浪模擬，進行分析颱風期間波高分析，可提供船舶

航行安全、救援、軍事等應用。 

關鍵詞：太平島、SWAN 模式 

 

GNSS浮標應用於離岸與近岸觀測之最新發展  

林演斌 1* 施孟憲 2 黃清哲 3 

1*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研發組長 

2 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研發工程師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兼近海水文中心顧問 

摘要 

本團隊已開發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浮標能夠即時觀測潮位

與波浪，為突破布放位置限制，故測試即時精密單點定位(real-time precise point positioning, RT-PPP)

定位效果，以發展離岸 GNSS 浮標，實驗結果顯示 RT-PPP 定位成果能量測波浪。同時，為強化海

岸保護所需基礎資料，本研究亦開發並布設小型近岸 GNSS 浮標，於 2021 年 7 月下旬烟花颱風與

西南風期間在西南部近岸測得碎波與其引起的流速變化，效果良好。 

關鍵詞：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浮標、潮位、波浪、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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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相位陣列海洋雷達合成海流之初步探討  

陳少華 1 程嘉彥 2 徐堂家 3 黃郁軒 1 陳世明 1 
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3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助理工程師 

摘要  

本研究使用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建置於台灣南部屏東墾丁站陣列海洋雷達與附近鄰近 CODAR

長距離後灣(HOWN）及旭海站(SUHI)，標準型香蕉灣（BABY）、貓鼻頭（MABT）、及南灣站

（NAWN），以兩種不同型式雷達同時使用方向辨識法求得徑向海流資料，以最小平方法(Least-

Squares methods)進行初步海流合成測試作業，並與中央氣象局表面海流預報模式(OCM3)進行比對，

平均相關係數不論有否加入陣列資料進入合成，都呈中高度相關（0.485-0.624），加入陣列雷達資料

後的合成海流與模式的相關係數除 C2 及 D2 南北向海流較低之外，其餘全都高於未加入陣列站的合

成海流資料。 

關鍵詞：高頻雷達、最小平方法、陣列雷達、方向辨識法 

 

近岸海域水質連續監測與異常警報設計 

陳觀印 1 鄭安 1 錢樺 2*林源煜 3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2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 
3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大專生 

摘要  

本研究使用自計式水質連續監測儀，在單一測定參數精度(如酸鹼值)有限的情況下，透過參數間

相關性分析取得環境背景值特性，並討論對近岸水體環境進行環境水質即時監測之可行性。本研究使

用兩個地點(大鵬灣：潟湖、大潭藻礁：近岸海域)的水質資料進行分析，根據不同的水域環境，釐清

區域水質受到影響的機制。通過 Hovmöller 圖、自相關分析以及傅立葉變換等數學統計方法，發現封

閉式水域的水質主要受到日照週期的影響，而開放水域除日照週期外還會受到潮汐的影響。此外，本

研究建立水質事件的異常指數，此指數提供連續監測站判斷事件的依據，透過連續監測的特性，不以

單純的數值標準判斷，而是從時序變化中找出異常的變化並給予分數，從而判斷水體的狀況，對於未

來河川口或者近岸海域的連續性監測提供參考的指標。 

關鍵詞: 水質連續監測、潮汐、異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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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以波流耦合數值模式探討臺灣的異常巨浪案例 

王啟竑 1* 于嘉順 1 林芳如 2 朱啟豪 2 
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2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摘要  

異常巨浪對海上船隻、鑽油平台與沿岸地區結構物等造成破壞，根據氣象局的紀錄在邊海域有三

百多人過去十幾年因異常巨浪事件而傷亡。臺灣周邊海域每年都有數個颱風經過，颱風帶來的氣壓差

及強烈陣風吹拂，除對臺灣周遭產生風暴潮，對波浪產生影響更甚，當太平洋湧浪推移至近岸時，受

到地形變化影響形成淺化效應而引發巨浪，若波浪推移的過程中遇到強勁的海流，在波與流的交互作

用影響下，可能會形成異常巨浪。本研究採用 SCHISM 海流數值模式與 WWM 第三代波浪數值模式耦

合，以非結構式高解析度網格進行臺灣海域波浪與海流的耦合計算，模擬颱風期間的海面現象。2016

年九月強烈颱風莫蘭蒂經過臺灣南端鵝鑾鼻海域時，氣象局的鵝鑾鼻浮標紀錄到一個異常的巨浪，為

探討臺灣周邊海域波流耦合之交互影響，本研究採用中央氣象局預報風場資料(WRF)作為海面驅動力

配合洋流及潮汐的影響進行計算，以莫蘭蒂颱風案例模擬計算結果討論颱風波浪受到地形及流場影

響。本文將呈現耦合模式計算結果與氣象局鵝鑾鼻浮標波浪紀錄比對，並透過模擬探討流場的影響。 

關鍵詞：中央氣象局、異常巨浪、波流交互作用、波流耦合模式 

 

應用數據插值經驗正交函數重構臺灣周
圍海域向日葵衛星海溫資料 

楊一中 1  盧靖元 1  鄭嘉豪 1  曾鈺皓 1  黃世任 1 

李永翔 2  楊傳琮 3  張育承 3  何宗儒 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2 醒吾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 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 

摘要  

在海洋研究中海面溫度是一重要的物理量，除了可以應用於海氣交互作用的探討外，也可以應用

於海面流場的估算。衛星遙測因可快速且廣泛獲得海面溫度數據，已被廣為應用於海洋與大氣相關的

研究上。但衛星遙測海面溫度常會受雲層遮蔽而造成資料缺值，故本研究使用數據插值經驗正交函數

法(DINEOF)進行資料缺值的重建，並以向日葵衛星 8 號臺灣周圍海域海面溫度進行研究，將海面溫

度資料部分刪除後，再使用 DINEOF 進行補值，然後再比較填補數據與原始數據的差異。研究結果

顯示台灣北部海域海面溫度方均根誤差為 0.14°C，決定係數為 0.98；蘭嶼綠島海域方均根誤差為 0.19

°C，決定係數為 0.91。此結果顯示應用 DINEOF 方法進行臺灣周圍海面溫度的補值，是有其可靠性。 

關鍵詞：數據插值經驗正交函數法、衛星遙測、向日葵 8 號衛星、海面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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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異常海象引致船難事件之研究 

陳盈智 1 董東璟 2 蔡政翰 3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生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名譽教授 

 

摘要  

海洋中異常海象是引致船難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參考前人研究，歸納因海象造成之船難

可能原因有二，其一與波浪能量集中有關，波浪能量集中情形可以從波譜參數進行討論，包含譜尖參

數(Qp)與方向分散參數(σθ )，它們分別代表波譜在頻率域以及方向域上能量的集中程度，Qp 愈大或

σθ 愈小都代表波浪能量愈集中；其二是交錯海況，可從方向波譜中波浪的能量分布探討。本研究從過

去 20 年間挑選數件典型的船難事件搭配波浪模式輸出波譜，分析船難事件發生前後波譜能參數，結

果顯示在船難事件發生時，波浪能量有相對集中的情形，但事件發生後數小時，波浪能量又再回復船

難前的海象特徵；同時也發現部分船難事件發生前後，持續有兩個波浪系統存在，也符合前述交錯海

況的情形。此結果顯示從波能集中的趨勢或分布情況，可用於探討船難之發生。 

關鍵詞：船難、異常海象、波譜、譜尖參數、方向分散參數 

 

東吉嶼海域海表溫度驟降成因探討 

范揚洺
1*

 陳聖學
2
 傅科憲

3
 王博賢

4
 楊文昌

5 

1*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計畫經理 
2 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品保工程師 

3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4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5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國家海洋研究院在澎湖海域、北海岸海域、東北角海域及恆春半島等 4 個示範海域建置作業化海

氣象資料浮標，用以自動化觀測海洋環境觀測資料。檢視每天的資料發現東吉嶼資料浮標的海表溫度

有每天驟降 2 次的現象，變化幅度超過 4°C，與其他海域的海表溫度緩慢變化明顯不同。本研究目的

為探討東吉嶼海域海表溫度驟降成因，由內波、海流、潮汐，以及風速等因素進行探討。分析歸納得

知海流與潮汐皆與海表溫度驟降有顯著的相關性。海表溫度驟降與回升期間，海流流向以往南為主，

反之，當海表溫度回升後，海流流向以往北為主，海表溫度驟降至最低溫度時的海流流速大於 0.5 

m/s，流向介於 154 度~223 度之間。又海表溫度驟降發生在退潮期間，且海表溫度驟降的現象發生於

小潮後的第 3 天~6 天，直至下一次小潮結束當日或隔日，持續天數高達 10 天以上。 

關鍵詞：海表溫度、驟降、東吉嶼、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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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離岸風場季風及颱風下之極端 
風速條件分析研究  

趙偉廷
1
 楊智傑

1,2 許泰文
1,3 

1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2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3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8－2218－E－019－001－MY2 

台灣海峽擁有極佳的風場分布，然而每年夏秋之際侵襲台灣的颱風，其瞬間強風將對風機運維造

成危害。其伴隨極端的海象條件(海流、波浪)也是影響離岸風機運維的外在因素。本年度計畫將持續

蒐集彰濱外海 29 號風場鄰近海域風場與波浪實測資料，除了分析其變化趨勢，進一步建置類神經網

路搭配參數化颱風模型之風場及波浪推算模式，提供 29 號離岸風場海、氣象預報另一種可行的方

法。透過一系列完整的研究，所得之結果將有助於 29 號風場未來營運與維護之依據。 

關鍵詞：颱風波浪、季風波浪、規劃設計、施工運維、極端值分析、人工智慧方法、超越機率 

 

應用改良型參數化颱風及倒傳遞類神
經網路系統進行長前置時間暴潮預測  

趙偉廷 1 楊智傑 2 
1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中心 
2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7-2221-E-019-010-MY3 

本研究利用改良型參數化颱風及類神經網路所購艦之模式預測颱風暴潮。位於台灣東北角之龍洞

測站被選為研究之區域，2005 至 2014 年共計 14 場颱風事件之海氣象資料被用來作為模式訓練以及

驗證之用。此外，颱風與測站相對位置的物理資訊藉由參數化颱風模型融合成具物理特性之風場速度

(VP)。不只可以增加模式的準確性，同時也減少類神經模式結構的複雜度增加其穩定性。最後，我們

將比較不同參數化颱風模型與傳統資料驅動模式之間的改善程度。 

關鍵詞：颱風暴潮、颱風因子、參數化颱風模型、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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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以 Telemac-Mascaret 數值模式 

模擬南澳漁港漂砂問題改善研究  
林于凱

1
 李基毓

2 
石瑞祥

3 
翁文凱

3
 張友力

1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生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技術學士學位學程(系)助理教授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南澳漁港位於宜蘭蘇澳鎮沿海，建成二十餘年來因東北季風和颱風交互影響，造成航道

嚴重淤積，本試驗中設計三種改善方案預改善此現況，以數值模擬預測成效，並配合水工模

型試驗結果比對，找出最適合的改善方案。本研究採用 OPEN TELEMAC-MASCARET 系統

中 TOMAWAC、TELEMAC-2D 和 SISYPHE 三個模組進行耦合，模擬南澳漁港現地在季風

及颱風作用下的侵淤狀況，再針對三種改善方案進行模擬試驗，以侵淤變化量為重點進行評

估。經過結果分析，在改善配置 B 中，將原北消波塊攔砂堤改建為混凝土堤，可以改善在東

北季風波浪條件下北邊沿岸流夾帶漂沙流入漁港外岬灣，減少岬灣內淤積現象；把南澳漁港

的南防波堤延長 120 m 也可以有效抵抗颱風條件下外海波浪繞射，將沙帶入岬內。綜合上述，

改善配置 B 為此次設計改善方案中，最能減少南澳漁港淤積問題。 

關鍵詞：南澳漁港、底床傳輸、侵蝕、淤積、TELEMAC-MASCARET 

Variability of Suspended Sediment in the Intertidal Zone with 

the Presence of Bottom Algal Reef 
 

Ly Trung Nguyen 1,2, and Zhi-Cheng Huang 1 

 
1 Graduate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Can Tho University, Viet Nam; 

 

ABSTRACT 

 

Recent findings proved that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SSC)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 system in an intertidal algal reef. However, the variability of the SSC over the algal reef is still 

not clearly. Therefore, a monitoring system was used to measure waves and SSC. Moreover, LISST was 

deployed to survey the sediment particle size during two seasons. The SSC over the algal reef is quite high 

with seasonal variation; it was higher during the winter and lower during the summer.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during the high wave condition, there is a good relationship of SSC with the near-bottom horizontal 

orbital velocity and wave bed stress. Moreover, the sediment particle sizes were seasonal variation, in which 

D10 was higher during the summer; D50 was almost similar between two seasons while D90 was higher 

during the winter. The sediment particle sizes has stronger variation during the winter compared to the 

summer due to the higher wave condition. The estimation of inverse Rouse number based on the ratio of shear 

stress and setling velocity help to explain the sediment suspension in the water column. 

Keywords: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sediment particle size; algal reef; setlling velocity; inverse 

Rous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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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離岸風機建置之臺中港鄰近海域地形變化分析 
 

洪維屏 1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離岸風電為臺灣近年發展之綠能產業，其距離離岸風電區最近的國際商港-臺中

港，因定位為提供風機組裝碼頭及工作船靠泊母港，故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本研究

針對離岸風機建置之時程將臺中港歷年水深測量資料進行長時間水深變化分析，並以

無人飛行載具(UAV) 影像拍攝探討苗栗龍鳳漁港附近海岸離岸風機建置前、後之變

化。相關成果可提供交通部航港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做為規劃、設計、

施工維護、航行安全等之參考。 
 

關鍵詞: 地形侵淤變化 
 
 
 

寬幅潮間帶內與港口毗鄰海灘之沖淤  

莊文傑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針對海灘坡度平緩、潮差偏大、東北季風波浪強盛之臺灣西部海岸，本研究考量潮位的

高、低變化，透過 Google Earth 歷史圖像之廣泛檢視，可確認臺灣西部海岸的海灘沖淤變遷，

密切與潮位高低相關聯，而與漁港毗鄰海灘的沖淤，應用岬灣海灘之擬合，可研判港口之卓

越波浪，近岸波向均以由北轉西北之偏正向入射為主，加以港口離岸距離小，普遍位在碎波

帶內，致使因碎波直接衝擊所造成卓越方向由北而南的近岸輸沙，均可跨越港口阻隔而沿岸

平衡運移，並於低潮位期間形成平直或對稱沙舌型之淺灘淤積，因此，可據以研判位在寬幅

潮間帶內之港口，僅管外廓配置具有突堤型式，但衍生的「突堤效應」並不顯著，對毗鄰海

灘沖淤之影響亦甚輕微。此外，透過本研究尚可認知，進行漁港港口淤塞特性分析與造成機

制研判，應專注確定低潮位期間之卓越波向與碎波作用；而檢視海灘的侵淤特性，宜高、低

潮位並重；至於從事海岸保護工程之規劃與設計，則應特別講究高潮位期間卓越波浪碎波之

直接沖擊。 

關鍵詞：碎波衝擊、潮間帶、海灘侵淤變遷、岬灣海灘、突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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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近景攝影測量於實驗室地形量測之應用  

施博泰 1 何宗浚 2 黃國書 3 蕭冠宇 1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2 副研究員 3 研究員  

摘要  

動床水工模型試驗地形量測的需求很頻繁: 通常每個測試例至少須要進行試驗前、後兩

次地形測量，而實驗室測深對象通常是原型的 1/100 或甚至更小的縮小模型，因此測量的效

率與精度就顯得格外重要。本文以 3 個動床水工模型試驗地形量測案例回顧作者等人自 2010

年開始利用近景攝影測量做實驗室模型地形量測以來的經驗，並綜整相關技術之演進，顯示

在過去 10 年間受惠於 3 維重建技術的普及應用，相關的技術雖有長足進展，惟這些技術應

用在動床水工模型試驗地形量測仍有一些挑戰須要克服: 首先是如何在目標物被辨識程度很

差的情況下重建 3 維地形影像；其次是在參考點十分有限或是無法按一般作法在待測場域中

均勻布設參考點的情況下進一步計算 3 維地形，這些都將於於本文中深入剖析。  

關鍵詞：近景攝影測量、動床水工模型試驗、地形量測 

 

 

雲嘉海域長期海岸變遷趨勢探討  

陳盈圻 1 盧韋勳 2 江文山 3 楊文昌 4 卓訓杰 5 
1

國家海洋研究院 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助理研究員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副所長 
4 國家海洋研究院 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 主任 

5 國家海洋研究院 海洋科學及資訊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摘要  

雲嘉海岸受自然環境條件以及人為設施等交錯複雜因素，造成沙源短缺及輸砂型態改變，致使雲嘉海

岸沙洲產生嚴重侵退現象，沿岸系列沙洲高程日漸降低並向陸側後退，不僅產生國土流失問題，更連帶影

響產業現況、環境生態、災防等問題。本研究蒐整歷年來(1991 年~2020 年)雲嘉海岸地形水深監測資料，計

算分析雲嘉海岸地形變遷趨勢與縮減移動速率。結果顯示雲嘉海域整體地形變遷趨勢為麥寮港北側區域以

淤積現象主導；麥寮港南側至至北港溪口區域呈大幅度侵蝕趨勢，惟麥寮港南側端、近岸箔子寮沙洲呈淤

積現象；外傘頂洲區域為近岸侵蝕現象、遠域淤積趨勢。外傘頂洲整體呈現向陸側移動並呈現逆時針旋轉

趨勢，其中 1984 年至 2021 年沙洲北側端點大約縮短約 3.5 公里，年平均向南移動速率為 95 公尺/年；沙洲

南側端向東移動約 6 公里，年平均向東移動速率為 162 公尺/年。  

關鍵詞：地形變遷、雲嘉海岸、灘線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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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外傘頂洲長期變遷趨勢模擬之水動力影
響機制分析  

盧韋勳
2
江文山

1
蕭士俊

3
卓訓杰

4
陳盈圻

4
楊文昌

4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4 國家海洋研究院研究員 

摘要  

海岸由於過度的開發以及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改變了近岸之海象條件及沿岸漂砂，致使

海岸地形發生了侵蝕問題，其中又以外傘頂洲之流失所造成之衝擊最大，外傘頂洲為台灣最

大之離岸沙洲，它為雲嘉海岸之天然屏障，對於沙洲後方產業以及海岸防護皆具有關鍵性的

保護作用，如何掌握水文環境變化對沙洲以及周圍海域的地形變化之影響，為本主要探討重

點，以往氣候變遷引致海岸風險的研究，長期以來著重於海象條件如海水位上升、颱風增強

等變動造成的影響，其前提都是基於海岸地形未變動之假設條件。然而對於台灣西南海域，

多為沙質地形，歷年的實測地形顯示其呈現劇烈變動，於此情況下，依照前述的假設所推估

得到的海岸風險，非常可能與實際狀況有相當的差異。為了解海岸地形變動對氣候變遷引致

海岸災害風險評估之影響，本研究發展一套模擬分析流程，其中包括代表性波浪、潮汐條件

分析，氣候變遷水文條件推估，水動力與輸沙模式應用，地形變遷加速因子引入以提升計算

模擬效率。引用外傘頂洲歷年的實測地形資料進行模擬的參數調校與驗證。根據調校後的模

式，本研究對外傘頂洲的未來變遷，於不同的水動力假設情境條件下，對水文環境對沙洲變

化趨勢的模擬探討。 

關鍵詞：地形變遷、數值模擬、外傘頂洲 

 

林口電廠鄰近海岸侵淤成因探討  

吳芬華 1 許國強 1 陳榮華 2 方聖棻 2 何家榮 2 江文山 3 許泰文 4 
1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電力公司 林口發電廠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摘要  

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保

護與復育海岸資源、推動海岸整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特制定海岸管理法確

保海岸地區之管理。為達到整體海岸管理目的。依據 106 年 2 月 6 日公告之「整體海岸管理

計畫」，國土海岸侵淤熱點共分 13 組。其中林口電廠屬臺北港周邊海岸段為二級海岸防護

區，應釐清各海岸段之侵淤成因，並提出因應措施。全計畫經由歷史地形資料、地形變遷數

值模擬與漂沙水工模型試驗分析成果，就海岸結構物開發歷程之地形變化、海岸結構物興建

前後地形變遷、現況影響機制進行研究，評估林口電廠導流堤興建後之影響範圍與機制。經

由三大領域之研究成果，將各海岸段之地形變化趨勢與成果，林口電廠導流堤自興建後，其

影響範圍為二期灰塘至新北桃園市界。 

關鍵詞：地形變遷、海岸侵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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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以漂沙潛勢變化探討臺北港興建對鄰近
海域之影響 

洪維屏
1
 黃瑋華

2
 郭少谷

2
 賴彥廷

2
 朱志誠

3
 陳蔚瑋

4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經理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隨著臺北港近年之開發過程，淡水河口鄰近海岸有不同之演變，建港前淡水河口南岸之

海岸地形變遷屬於侵蝕型態，然建港後受外廓防波堤攔砂之影響，淡水河口南岸至臺北港北

堤海岸逐漸轉變為淤積趨勢，故為瞭解臺北港興建對於鄰近海域地形變遷之影響，本計畫利

用歷年實測水深資料與遙測影像資料，針對臺北港鄰近海岸進行實測海岸變化趨勢分析及遙

測影像岸線變遷分析等相關評估作業，並輔以 MIKE 21 數值模式進行漂沙潛量分析，以瞭解

臺北港建港後對鄰近地形變遷之影響。 

由分析結果可知，臺北港興建阻擋沿岸流及潮流之漂沙路徑，造成臺北港上、下游水域

之水動力特性有重大流況變化，大致而言，淡水河口南岸至臺北港北堤海岸受外廓堤影響，

減弱由南往北及由北往南之輸沙能量，故該段海岸由侵蝕轉為淤積現象；而臺北港南堤至林

口電廠海岸建港前受近岸漂沙潛勢旺盛影響呈現侵蝕現象，建港後其遠岸潮流受外廓堤部分

阻隔由南往北之輸沙，並在近岸因形成反向渦流使漂沙潛勢減弱，再加上沿岸流受遮蔽效應

減弱由北往南之漂沙潛勢雙重影響下，近岸輸沙能量明顯減弱造成此段海岸侵蝕減緩，惟減

緩趨勢越往南側越小。故以海岸保護觀點而言，臺北港興建對鄰近南、北側海岸皆有正面效

益。 

關鍵詞：臺北港、地形變遷、MIKE 21、岸線變遷、遙測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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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海上船舶事故風險評估及分析  

陳蔚瑋
1
張憲國

2 
黃茂信 3  

李俊穎 4 劉勁成
1
曹勝傑 3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科長 

摘要  

臺灣不僅為東北亞與東南亞海上來往航運的樞紐，在海運與經濟貿易上更為重要據點，因船

舶航行及靠港作業頻繁，易於產生海上事故而造成人身安全及船舶財產的損失，為降低海上事故

發生的可能，本研究主要蒐集台灣海域往昔海上事故資料，分類與統計事故屬性與時空分布。並

選擇高雄港進一步探討其發生的熱區與風險因子。 

關鍵詞：船舶航行、自動辨識系統、海上事故、風險因子 

 

 

 

微波雷達觀測海流資料分析流程  
陳銘誼 1 錢樺 2 鄭皓元 3  

1*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2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 

3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立一套可供微波雷達作業化應用之近岸流場反演流程，研究方法為

現場實驗資料之分析，包括為降低微波雷達量測波浪的回波訊號對距離和方向之依賴性，增

進圖像中波紋的亮暗對比，改善雷達影像的品質，並開發計算流程與各階段產品之檢視與比

對。本研究以岸基 X-band 微波雷達作為主要觀測工具，使用位於桃園市觀音海岸的大潭微

波雷達於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11 日觀測資料作為案例，藉由對比度受限自適應直方圖均衡化

對雷達影像進行預處理，強化回波圖像的波紋特徵後，利用二維及三維傅立葉轉換分別求取

一維雷達徑向及二維海面空間的角頻率及波數關係，並由波向和轉速對頻率和波數設定值進

行修正，後以分散關係式擬合此頻域訊號求得雷達徑向流速，最後以速度-方位角處理

(velocity-azimuth processing, VAP)技巧，由徑向流速運算轉換為空間流場。 

關鍵詞：微波雷達、分散關係式、直方圖均衡化、方向波譜、雷達測流、VAP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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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潮汐作用下高美濕地水質變化特性研究 
 

溫志中 1*  葉秀貞 2 蔡涵任 2  謝智文 3 

1*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副教授 

2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研究助理 

3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研究生 

摘要 

海岸濕地位於海洋與陸地交界處，形成海水及淡水水體的過度帶，受潮汐影響，使濕地呈現乾濕交替的現

週期變化環境。高美濕地為臺中市內兼具生態與觀光功能之國家級重要濕地， 綜合淡水注入與潮汐進而構

成了海岸溼地，本研究針對高美濕地南界之清水大排進行連續基礎水質監測，期能透過水質監測調查，藉

以瞭解潮汐作用下，高美濕地之水質變化特性。110年三月、五月及八月之研究結果顯示，水溫、酸鹼度 

pH、溶氧(DO)及濁度(Turb)，於三季觀測期間皆具顯著差異。 
關鍵詞：高美濕地、潮汐作用、水質變化 

 



 

第 43屆海洋工程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  2021年 11月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Ocea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21 

主題 B 

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確立臺灣智慧港發
展評估因素 

林聖哲
1*  

張憲國
2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生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智慧港的發展涉及許多考量，不僅在港埠物流效率的提升，航運安全與永續發展也是現今港務

學者專家們所關心的課題。目前國際上並無統一的智慧港發展定義與架構，此外在評估指標的建立

上缺乏系統性的研究。故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符合臺灣港口現況的智慧港發展架構及評估指標，以

瞭解智慧港發展的脈絡。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Borda function 與模糊層級分析法等多準則決策方法

(MCDM)，來決定智慧港發展的核心因子和探討不同領域的港務專家所得之權重差異，並基於所求

得的各評估準則權重作 K-means 群集分析，找出較適合臺灣的智慧港發展優選準則群。 

關鍵詞：智慧港、評估指標、Borda function、FAHP、K-means、優選準則群 

 

桃園海岸跨域平台運作機制  

巫思佩 1 蕭瓊茹 2 王雅慧 3 林立昌 4  
1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2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工程員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科長 
4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處長 

摘要  

桃園市海岸管理權責區分複雜，涉及中央與地方單位高達 20 多個，為了配合國家海岸

生態保護目標，並展現桃園對海岸管理的重視，桃園市政府於 2017 年 11 月提出「桃園海岸

生態保護白皮書」，並於 2018 年 3 月設立海岸專責管理機關－海岸管理工程處。由於海岸

事務錯綜複雜，涉及多項不同領域之專業，因而成立海岸管理委員會作為上位政策指導組織，

委員會所作之決策及建議，交由跨單位組成的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落實及推動，並於海岸

管理工程處負責相關運作事宜，形成垂直整合的海岸管理機制。藉由這套機制的運作，以期

逐步落實階段性目標，達到桃園市「自然樂活 海好有你」的海岸生態保護願景。 

關鍵詞：海岸管理、垂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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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應用衛星與航空偵測油污技術滾動式預
測海域油污擴散 

邱啓敏
1*  

莊士賢
2  
董東璟

3  
吳立中

4  
范揚洺

5  
黃清哲

6 

1*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博士後研究 
2 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暨近海水文中心主任 
4 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副研究員 
5 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計畫經理 

6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開放海域若發生油污染事件，油污擴散範圍受到風與海流的作用力會快速擴散，為了

全面監控海面上油污染擴散範圍，需藉由衛星影像以及航空偵測油污技術取得海面上大範圍

的油污染分佈狀況，再透過海洋流體動力數值模式、氣象數值模式、油污染擴散數值模式滾

動式進行預測未來油污漂移軌跡與擴散範圍。本文以 2021 年 6 月 22 日高雄大林外海洩油事

件為例，收集海洋保育署提供的衛星影像以及航空偵測油污染擴散範圍，輸入至油污染擴散

數值模式做為模擬之初始條件，再以中央氣象局預報的海氣象資料，滾動式進行預測油污染

未來在時空擴散的情況，其模擬結果皆與海洋保育署現地調查結果相符。油污染發生初期之

緊急應變計畫需結合不同科技技術與工具，才能較精確的掌握油污染擴散的動向，以期能在

最短時間內動員各種工具來控制油污染的擴散，可減少油污染對海洋環境的衝擊。本文的研

究結果可提供政府機關或相關單位在進行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與策略調整之參考。 

關鍵詞：油污偵測、衛星、飛機、數值模式、滾動式預測 

海岸廢棄物快篩技術與應用  

胡介申
1*

 顏寧
1 
徐季玄

1 

1 澄洋環境顧問 

摘要  

海洋廢棄物與海洋塑膠污染是近十年來全球永續發展相關研究領域中，發展最為顯著的

學門。聯合國指引中描述海岸快篩的重要與原則，以科學抽樣的方式短時間內具體量化數百

至數千公里海岸線上的垃圾分佈樣態。鄰近之日本與韓國分別自 2006 與 2017 年以大尺度的

海岸垃圾快篩，掌握國內海岸垃圾總量、分布熱點與類型組成等三項關鍵數據。我國於 2018

年展開本島之海岸快篩，2020 年改良方法後擴展至全國濱海縣市與主要離島。以系統抽樣的

原理調查 1%海岸後推估全國現存垃圾總重約為 1992 公噸，主要集中於本島西岸 13 縣市

(45.5%)與澎湖縣(36.1%)；且前 10%最髒亂之熱點海岸累積近 6 成之海廢，並有 40%海岸相

當乾淨。快篩與相似調查法相比，具有範圍廣、樣本數高、人力少等優勢，可應用於海岸清

理工程、長期監測或極端氣候造成之大量海廢事件。 

關鍵詞：海洋廢棄物、海岸快篩、海岸清理、熱點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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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UAV 攝影測量應用於表面水質辨識之初探  

方惠民 1 王星宇  2 楊一中 3 陳育鋒  4 呂晏欣 5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系) 助理教授 
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 助理教授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博士候選人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碩士生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碩士生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9-2622-E-019-007 

本研究利用無人飛行載具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搭載光學鏡頭進行水域影像

測量，以紅光作聚類指標變因，將航拍影像進行聚類指標分析，藉此快速分析案例水域表面

水質分佈特性。研究成果顯示，UAV 航拍影像分析率定水域葉綠素的最佳航拍時段為 13:00 

p.m.至 15:00 p.m.，且最適航拍高度則為 70 m 至 80 m。根據研究案例水域水體葉綠素量測成

果，比較 UAV 影像及水質儀量測成果，兩者最小及最大誤差分別為 5.28 %及 11.31 %。本研

究證實透過 K-means 演算法辨識水域色階分群，並結合水質儀實測葉綠素之數據，兩者結

合後可快速辨識葉綠素之空間分佈特性。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群類指標分析、葉綠素 

智慧港口之海氣象及應變即時系統 

林騰威
1
 蔣敏玲

2
 林雅雯

3
 賴志炫

4 

1 數位地球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員 

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科長 
4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處助理工程師 

摘要  

我國現有基隆港、高雄港、花蓮港、臺中港、蘇澳港、安平港、臺北港等 7 大國際商港，

在經濟發展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為了讓船舶進出港、港埠營運單位及航商掌握即時及未

來 36 小時之海氣象環境資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港研中心)在各

商港設置許多即時海氣象觀測站，蒐集即時的風力、波浪、潮位、海流等資料，並受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務公司)委託，客製化國際商港之海氣象及應變即時系統，藉由

資訊與通訊科技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將資訊彙整於地理資

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顯示，而系統海氣象自動監測數據，在超過告警

門檻值時，透過通訊軟體 Line 之聊天機器人(LINE Bot)推播告警資訊，讓相關人員能夠迅速

掌握海氣象資訊，以做為決策支援，提升港埠營運效率與船舶航行安全。 

關鍵詞：海氣象環境資訊、自動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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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七股潟湖內牡蠣礁成長研究 

黃翔瑜
1*

 劉景毅
2 
張  引

2 

 1*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研究助理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研究員 

摘要  

國外牡蠣礁案例多，但台灣仍無案例可循，本研究在七股潟湖內建置小型牡蠣礁試驗來

探究牡蠣礁的成長變化，評估未來運用在海岸保護上的可能性與實際運用的範疇。規劃中為

9 個方案(磚塊型*4、浮式型*2、插篊型*2 與堆積型*1)等 4 種試驗組別下進行一年 3 個月總

共六次調查。結果為磚塊型 A2 樣區與插篊型 C1 樣區的牡蠣成長狀況最佳，而在單一牡蠣

殼(塊)的成長狀況看放入樣區時的平均長度約 4cm，於 9 個月後可長到 16.7cm。至於穩定領

先為磚塊型 A2 樣區的牡蠣殼苗串平均增加重量(介於 1.5~2.0kg 間)與體積(平均約 2880cm3)

領先其他樣區。 

關鍵詞：牡蠣礁、復育、生態工法 

 

海難漂流搜索之海流數據選用指南芻議 

賴堅戊
1*

 呂宜潔
2
 陳奕光

3  

1*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產業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2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與資訊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巡防組災害防救科科長 

摘要  

海巡署為我國負責海域及海岸巡防業務之機關，根據其 2018 年「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的

回顧與展望」報導，在改隸海洋委員會之前的 18 年間，在「救生救難」方面，總計救援海上

遇險船舶 2,988 艘、1 萬 1,383 人，不僅突顯了海域安全業務的繁重，也展現了海巡署同仁在

海上人道救援的貢獻。本研究從海巡署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AROPS)漂流模擬所碰到的問題

開始，就可資運用的海洋環境資料進行平故，並藉由正規化拉格朗日追蹤技能得分（Skill 

Score）以及統計第 95百分位漂流模擬推估位置差異（S95）之分析，探討包括美國NRL HYCOM

及臺灣 CWB OCM 數值流場以及臺灣 TOROS 10 公里格網雷達測流等三種表面海流資料平

臺用來進行漂流模擬及其與全球表面漂流浮標（GDP）軌跡之差異，瞭解各海流數據平臺做

為漂流模擬之總水文量數據源之可靠度。同時，亦探討了各平臺在一年四季中以及在東西南

北四個分區海域的品質差異，其成果將再與海巡署 SAROPS 專責小組討論後，嘗試建立一套

海洋環境資料庫伺服器（EDS）之海流數據選擇指南，供第一線作業人員依據季節及海域選

擇最適的海洋環境資訊。 

關鍵詞：搜索與救援、表面海流、漂流軌跡、搜救優選規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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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應用無人機及物件偵測於大園海灘的瓶
裝海洋垃圾  

陳氏玲慈
1
  黃志誠

2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研究所博士生 
2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在現今社會中人們的環保意識日益增強，然而，瓶裝海洋垃圾 (BMD) 仍然是世界上備

受重視的環境問題之一。 傳統海灘垃圾研究中的監測方法因為人力資源的關係存在著許多

局限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種利用無人機和物件辨識 BMD 的方法，在桃園市大園區的沙

灘上進行了相關研究。首先，本研究設計了三個實驗區域進行圖像收集用於模型訓練，且為

了確保此方法在長期研究上的可行性，另外收集了兩處真實區域(非實驗區域)之圖像用於驗

證模型強健性。接著，使用無人機於不同高度收集圖像，其解析度為 0.12 至 1.54 厘米/像

素；物件辨識系統則採用 You Only Look Once version 2 (YOLO v2) ，其使用無人機收集之圖

像進行訓練 BMD 辨識模型；於訓練過程中應用數據增強(Data augmentation)之技術增加訓練

數據量以提升模型可信性，並採用聯合交集（IoU）來評估訓練效率。本研究發現在航測上使

用 0.5 厘米/像素的解析度能得到最佳的結果，該解析度於實驗區域之準確率(precision)達到 

0.92 及召回率(recall rate)達到 0.95 ，可得 0.93 的 F1-score；在真實區域上，檢測的平均準

確率為 0.31，召回率為 0.94，F1-score 為 0.47。本研究顯示，數據增強之應用在訓練過程中

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結果 IoU 超過 0.68；證實數據增強可以更準確和客觀地識別海灘

上的垃圾。 

關鍵詞：瓶裝海洋垃圾、無人機、機器學習、YOLO v2、物件偵測、背景去除 數據增強。 

微生物誘導碳酸鈣沉澱(MICP)技術應用於抑制海

岸侵蝕試驗研究 
蔡清標1

 柯鈞瀚2
 葉錦華3

 朱展宏4
 

1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2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3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 
4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探討微生物誘導碳酸鈣沉澱(MICP)應用於抑制海岸侵蝕之可能性。MICP是一種利用微生物加

速成岩作用，使砂、土結晶固化一種技術。本研究利用源自自然界且無致病性之菌種，擴大培養後以台灣

現地之砂種與不同濃度之膠結液進行固結試驗。首先利用無圍壓縮試驗進行MICP固化效果之測試，再利

用動床模型試驗探討最佳之施作工法及噴灑方式，最後進行MICP對抑制海岸侵蝕功效試驗。實驗結果顯

示，隨著膠結液濃度的增加，試體的抗壓強度也隨之提升，本試驗中MICP之固結效果可使海砂產生約

517.3kPa的抗壓強度；而施工方法的不同亦會影響砂樣的膠結方式，直接灌入法很可能會造成差異侵蝕之

現象，如改由表面噴灑則可避免此情況發生；在各波浪條件下，施作MICP後之土樣最多能抑制40.8%的最

大沖刷深度，且波浪規模越大，抑制的成效越明顯。 

關鍵詞: MICP、微生物誘導碳酸鈣沉澱、海岸侵蝕、水工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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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無人飛行載具於近岸觀測應用初步探討 

王星宇 1  楊一中 2  方惠民 3  張崑宗 4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助理教授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博士候選人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4

明新科技大學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教授 

摘要  

 近年來無人飛行載具(UAV)隨著技術方面的成熟，國內外已有許多學者使用 UAV 在近

岸地區進行相關研究。本文概要介紹至今國內海洋工程領域使用 UAV 相關研究外，另使用

多種型號 UAV 及儀器進行近岸地區拍攝並得出初步成果，以供學者們參考及後續利用。 

關鍵詞：無人飛行載具、無人機、空拍機、海岸地區、近岸地區 

 

人工智慧演算法在瘋狗浪機率預警系統
建置之研究  

陳威成
1
 陳盈智

2 
陳憲宗

3 
董東璟

3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研究助理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班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台灣海岸遊憩活動興盛，海岸瘋狗浪常將海岸邊的遊客或是釣客捲入海中，其發生機制

複雜至今仍未有理論可以完整說明，很難預測發生的時機和地點。近年因電腦計算能力增強，

人工智慧演算法應用於自然現象分析的研究層出不窮，因此本研究利用人工智慧領域中能有

效處理非線性、小樣本資料的支撐向量機方法來建置瘋狗浪機率預警系統，並探討影響瘋狗

浪發生的因子。選用 13 個影響瘋狗浪發生的潛在因子建立預測模式，透過瘋狗浪發生時之

實測資料訓練，獲得訓練預測模式最佳的相關參數。結果顯示，以支撐向量機方法預測近岸

異常波浪發生機率之正確率及相關評估指標皆可達 7 成以上，透過探討不同因子對模式的影

響程度，發現使用全部因子來建置瘋狗浪預測模式能得到最佳的結果，其中，輸入因子中以

方向類別因子(包含風向、波向)對結果的影響最顯著，其中又以波向影響最大，代表波向是

造成海岸瘋狗浪發生的重要關鍵。以上結果均顯示這類人工智慧演算法可合理建置瘋狗浪預

警系統。 

關鍵詞：人工智慧、支撐向量機、機率預測、瘋狗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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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氣候變遷下之海岸地區複合型災害風險評估與
調適管策略研究 

簡連貴 1徐浩然 2李昱錡 3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院副院長、河海工程學系教授、近海防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碩士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碩士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考量氣候變遷影響及複合型災害時間特性，將暴潮、洪氾溢淹合併為溢淹危害，

以 2020 年為基期推估近未來 2030 年與世紀中 2050 年海岸地區複合型災害風險。危害度分

析以地層下陷、海岸侵蝕、溢淹危害三項危害因子進行分析，利用帕累托等級分析法概念將

三項危害結合、分級後利用 GIS 繪製無考量溢淹危害、考量溢淹危害兩情境下各目標年之複

合型危害等級地圖；選定脆弱度分析因子及韌性分析因子，而後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評定各脆

弱度、韌性指標因子權重並將各因子結合、分級，搭配 GIS 繪製脆弱度、韌性等級地圖。最

後利用三維風險矩陣結合危害、脆弱、韌性並分級後繪製有、無考量溢淹危害兩情境各目標

年之複合型災害風險等級地圖。由成果可得知當海岸地區有考量溢淹危害時與無考量溢淹危

害情境相比較分析，部分村里風險有上升的趨勢，後續進行風險管理時應優先對這些高風險

的村里進行檢討、辨識高風險的原因而後從危害、脆弱、韌性面向著手擬訂適當的措施降低

災害風險。 

關鍵字：氣候變遷、海岸地區、複合型災害、風險評估、地理資訊系統 

以單位海嘯法建置屏東外海機率式海嘯
波高之研究 

陳彥龍
1*

 沈煜修
2
 吳漢倫

1
 蕭士俊

3
 

1*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生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兼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所長 

摘要  

本文係以建立單位海嘯法應用於機率式海嘯危害度分析(PTHA)方法之研究，研究採用

FUNWAVE 數值模式進行 PTHA 所需之偶然不確定性及認知不確定性之計算。在偶然不確

定性方面，是以模擬分析「2006 年台灣恆春西南外海地震」和「2011 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

近海地震」引致海嘯事件所觀測到的海嘯波高為依據進行計算；在認知不確定性方面，則是

以國內 PSHA SSHAC-3 的馬尼拉隱沒帶引致之海嘯為情境，透過單位海嘯法資料庫之建立，

進行屏東外海的機率式海嘯波高計算。最後，研究初步的透過機率模型建構了不同超越機率

下的外海機率式波高分布情形。 

關鍵詞：機率式海嘯危害度分析、單位海嘯法、數值模擬、FUN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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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裂流模擬與影響因子之評析 

王敘民
1
 邱啟敏

2
 董東璟

3
 蔡政翰

4
 

1*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生 
2 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4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學系名譽教授 

摘要  

裂流(rip current)是海岸邊的隱形殺手，流速強，垂直海岸線向外海流去，時常將遊客牽

引流向外海，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若能了解裂流發生的成因，進而從事預警作業，便能大

幅降低意外事件的發生，因此本研究接續先前的研究成果，透過波流偶和數值模式

(SCHISM&WWM-III)模擬近岸海域之流場，探討在不同海氣象條件下裂流發生之情形，該模

式模擬結果於水位、波高及週期驗證，皆與實測資料相當吻合。此外，本研究亦將透過小波

轉換邊緣化偵測的技術，建立一套半自動化裂流影像辨識系統，蒐集完善的裂流資料庫，藉

由與鄰近的浮標站比對，探討裂流發生當下之海氣象特性。目前已完成半自動化裂流影像辨

識系統，可從衛星影像中盼釋出是否有裂流的發生，準確率可達 8 成。綜整模式模擬以及遙

測分析之結果，顯示裂流發生時，波高多介於 0.5-1.5 公尺間，且在波高大於 1 公尺時裂流現

象較明顯，流速亦較強，而風速約小於 4m/s(約三級風) 。上述結果未來可用於臺灣海岸裂流

預警之統計經驗模式的基礎。 

關鍵詞：裂流、波流耦合、數值模擬、小波轉換、影像辨識 

臺灣海域作業化水質模式建置 

江朕榮
1*

 許弘莒
2 
陳陽益

3
 楊文昌

4 
林昆毅

6
 李孟學

5  

1*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2 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副教授 

3 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4 國家海洋研究院主任 

5 國家海洋研究院副研究員 
6 國家海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  

科技部計畫： 

近年來國人日益重視各式戶外休閒活動，休閒活動區域也由陸地擴及濱海地區及海洋，

民眾從事水域遊憩活動的項目及人次有越來越多之趨勢，活動範圍也愈來愈廣，如潛水、風

帆等較為遠域的水上活動。然國內對於海域觀光遊憩熱區之水質環境動態資訊掌握仍缺乏，

因此無法提供民眾即時行前水質資訊，以確保民眾親海安全。本文係利用數值模式

ROMS(Regional Ocean Model System)配合巢狀網格，建置由西北太平洋範圍至近岸重點海域，

包括澎南海域、北部海域、東北角海域及恆春半島海域之作業化水質模式，以期未來能提供

民眾水上活動之參考資訊。 

關鍵詞：作業化模式、水質模式、潮位、海流、葉綠素 a、懸浮固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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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B 
 

對稱及非對稱參數化風場模式評估 

張憲國
1*

  陳蔚瑋
2    

劉勁成
2   

王順寬
3  

1*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程學系教授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暨碩士班副教授 

 

摘要  

建立可行的即時波浪預警系統以減低沿海災害，在台灣是極為重要且急需研究的課題。

延續去年所篩選出最佳最大風速半徑的 KN07 為基準，比較 3 個近期的對稱風場模式及傳統

的 RVM 與 HM 模式的計算 12 場颱風在臺北港風速與實值比較。經評估 5 種的模式後，

WW11 模式評估是 5 個模式中最佳的，而傳統的 RVM 優於 HM 模式。以 KN07 公式為輸入

條件，經計算 10 場颱風的風速比較後發現，對稱及非對稱 RVM 模式相對於對稱及非對稱

WW11 模式是有所差別，但是相同模式的對稱及非對稱所得評估值均相近的。就偏差及均方

根誤差而言，WW11 優於 RVM 模式。WW11 模式的均方根誤差比 RVM 模式稍低 0.2-0.4 

m/s。 

關鍵詞：非對稱性參數化風場模式、最大風速半徑、表面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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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運用視覺化電子地圖整合港灣環境資訊
之輔助決策模式(II) 

林騰威
1
 劉清松

2
 林珂如

3
 林雅雯

4 

1 數位地球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員 

3 數位地球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師 
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科長 

摘要  

港灣環境資訊系統為一整合 9 個港區及海域海氣象資訊與港灣環境資訊之平臺，為使即

時觀測或模擬預測資訊能提供更廣大使用者的運用，藉由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圖臺呈現各種港灣相關的環境資訊，讓數據具有地域化(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的顯示，並透過視覺化的技術，且將數據轉化為淺顯易懂的資訊。圖臺可套疊海

氣象觀測資訊、海氣象模擬資訊、颱風資訊、海象模擬分佈圖、大氣腐蝕資訊、介接中央氣

象局衛星雲圖與雷達回波圖等，透過圖形化的呈現，以及粒子特效顯示風向、波向、流向的

數值模擬預測結果，讓使用者可藉由 GIS 之地域化顯示，快速瞭解港區海域的海氣象變化，

輔助決策相應的措施或行動。 

關鍵詞：港灣環境資訊系統、視覺化輔助決策圖臺 

 應用自動化無人機巡檢測繪技術於海港環境

監測評估 

洪維屏
1
 甘翊萱

2* 
林彥廷

3
黃春嘉

4
李政軒

5
韓仁毓

6
 

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2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助理(*表示通訊作者) 
3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4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生 
5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生 

6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台灣四面臨海，廣闊海港腹地提供國內外商船往來貿易窗口，因位處季風及颱風影響

區帶，港區重要人工構造物易受海水及強風侵蝕破壞。傳統養護勘查方式需仰賴人工至現地

進行，大範圍巡檢工作使得港務管理單位面臨巡查人力及時間效益之壓力。無人飛行載具在

近年來發展成熟，其可搭載高解析攝影機同時具高度的移動性以及遠距遙控功能，能夠取代

人力快速且輕易地到達過去不容易接近的區域。目前無人飛行載具結合影像技術廣泛應用於

大範圍或特殊環境條件完成空間資料收集任務，於有限人力對於如大範圍港區進行空間監測。

本研究透過無人飛行整合載具控制與取像邏輯之分析，建構無人機飛航作業之軟體流程；再

者，基於該流程取得穩健影像資訊來源進行特徵辨識，提供多時期影像幾何糾正及比對套曡

量測。最後以台中港為施測執行案例，驗證本研究提出方法之可應用於港區巡檢任務，並達

到追蹤港區土地使用狀況及環境之監測目標。 

關鍵詞：海港環境監測、無人飛行載具、飛行規劃、影像特徵偵測、影像套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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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可調式張力腿浮動平台之運動分析 

張博維 1 梁乃匡 2 陳吉紀 3 胡聰明 4 楊瑞源 5 
1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學系碩士生 
2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名譽教授  
3

宇泰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 
4

宇泰工程顧問公司副總經理 
5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學系副教授 

摘要 

浮動式平台目前主流有三種，半潛式(semi-submersible)、浮筒式(spar)及張緊式(TLP)，在

本文中採梁等人所研發之可調式浮動平台搭載 NREL 5MW 風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且使

用張緊式(TLP)繫纜系統之設計，探討此類型平台的自然週期、運動響應以及纜繩的張力變

化。本文使用兩種軟體 AQWA 及 FLOW-3D 作交互比對。透過 AQWA，我們可以輕易的計

算頻域之水動力，並且以一些合理的假設，得到浮動平台與繫纜的耦合分析。而使用 FLOW-

3D 此種 CFD 軟體，則可用最為基本的流體連續及動量方程式，進行自由液面的準確計算，

得到黏性作用下，浮體與波浪交互作用下所出現的物理現象。 

關鍵字：張緊式(TLP)、可調式平台、NREL 5MW、AQWA、FLOW-3D 

 

 

 

台灣港區海氣象資料品管檢核之研究 

黃義傑
1*

 羅冠顯
2 
許文陽

1  

1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摘要  

本研究主要依據美國海洋綜合觀測系統(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IOOS)所管

理維護的海洋即時資料品保手冊，應用在各港口佈放之超音波式波流儀(Acoustic Wave and 

Current Profiler，AWAC)時序資料品管作業上，包含前處理解決原始資料遺漏和超量之問題，

確保資料符合連續性、合理性與關聯性等品管檢驗原則，擬建立一套自動化品管流程，透過

統計分析訂定各港區不同季節之檢核門檻，給予品管檢核標記(Flags)，以便資料使用者快速

簡易地瞭解資料品質優劣，供後續港區航線波浪推算展示系統與資料進階分析等應用。 

關鍵詞：超音波式表面波高波向與剖面海流儀、美國海洋綜合觀測系統、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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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應用無人機檢測海堤消波塊之研究 

方惠民 1 江宗翰 2 蕭松山 3 劉乃慈 4 蔡秉杰 5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系)助理教授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博士候選人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海堤堤體安全及設施功能的確保，有賴堤前消波塊拋石的安定性。海堤常年受季節性

浪流作用致堤前拋石滑落，消能御浪功能不足，終將危急海堤安全，正突顯海堤堤前拋石區

消波塊消波功能檢測維護的重要性。海堤堤前海側消波塊實務檢測工作存在作業困難及安全

風險。緣此，本研究應用無人機搭載光學鏡頭，藉由射影測量分析技術評估海堤堤前拋石區

消波塊的安定性，可作為海堤消波功能維護管理之輔助檢測工具。 

 關鍵詞：消波塊檢測、無人飛行載具、港灣構造物 

 

以水工模型試驗暨數值模式探討臺中港
外港區擴建變化研究 

李政達
1*

 林受勳
2* 
張君名

3 

1*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3DHI 臺灣辦公室 工程師 

摘要  

本研究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 40 年

期主計畫」長程外廓堤增建設施規劃，以及蒐集臺中港地形水深資料，研究臺中港長程配置

方案完成後，推估 2 年後之港區變化、港灣安全與水域穩定性之影響。配合臺中港長程配置

方案進行水工模型試驗與利用數值模式加以評估水工模型試驗之結果，掌握臺中港長程外廓

堤增建設施完成後與鄰近港區之地形變化特性，堤防內側渦流與紊流確實對於結構物周邊產

生摩擦剪應力集中之現象，結果顯示不論水工模型試驗與數值模式研究，兩者比對均有一致

性情形。 

關鍵詞：水工模型試驗、動床、漂沙、臺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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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以 By-passing 港型改善漁港淤沙案例初探 

陳柏旭
1
 陳昌生

2
 許永城

3
 陳仕元

4
 

1*浩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2 浩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3 浩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經理 
4 屏東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課長 

摘要  

枋寮漁港之港型於民國 82～85 年擴建南側泊區及延長港口防波堤後，迄今已 24 年未變

動，而於 107 年航道淤積至水深不到 1m，108 年更是淤沙浮出水面，漁船筏無法進出，顯示

枋寮漁港淤積情形越來越嚴重，確實需要進行改善。 

漁港淤砂改善最適方案為以 By-passing 平滑型式之外廓防波堤，以形成沿岸流平滑通過

外廓防波堤及港口，使沿岸漂沙減少進入港內，並增加 passing 至下游海岸，建議延長南防

波堤 90m，新建北防波堤 390m，初步以數值計算能減少 79%淤沙進入港內，並補足下游海

岸。 

關鍵詞：漁港淤積、By-passing 外廓防波堤 

 

氣候變遷條件下海岸結構物防護標準檢
討之初探 

王星宇
1
 蕭松山

2*
 林鼎傑

3
 張博涵

4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技術系助理教授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生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9-2625-M-019-005 

本研究以分析氣候變遷下水文環境條件進而評估海岸結構物防護之功能性及安全性，提

供海岸結構物防護標準檢討之參酌。藉由海平面上升變化分析與重現期波浪條件討論氣候變

遷下河口海岸水文環境條件改變對現行海岸構造物之防護標準影響之情形，分析結果顯示研

究區域之海水面上升高度約為 0.054m，50 年迴歸期颱風波高與週期分為 13.82m 與 13.4s。

經導入最大溯升高程暨越波溢流量計算，外澳海堤(二)之單位越波量為 0.0000045 CMS/m，

低於 0.05 CMS/m 標準，不需進行堤頂加高改善作業。 

關鍵詞：海岸結構物、海平面上升、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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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轉爐石及氣冷高爐石應用為填料時對混凝土工程

性質比較研究 

李賢華1 陳冠甫1 黃煒智1 郭  馨1 甄亮絜1  

李育成2 詹鎮鋒2 徐泓璋2  
1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2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8-2218-E-110-012-   

本研究為增加爐石資源化管道，將煉鋼副產物應用於港灣海岸工程，基於氣冷高爐石與水淬高爐石

之性質不同，使得氣冷高爐石在工程應用上不如水淬高爐石得以廣泛使用。而轉爐石同樣為一貫煉鋼廠煉

鋼過程中之副產品，但由於其遇水可能膨脹，作為一般工程使用時有其困難度，大部分作為鋪面材料之低

度應用，故本研究並以煉鋼副產物－轉爐石為研究對象，並搭配氣冷高爐石共同作為限定空間內之工程填

充材料使用進行探討。本研究希望能進一步落實國家循環經濟政策，利用循環經濟中資源再利用之觀念，

在秉持爐石固有的優點，又不影響環境的目標下，往綠色建材方向將煉鋼副產物再利用為有用之材料，甚

至提高其價值較傳統材料為佳(且成本較低)。本研究擬分析未經安定化之轉爐石加上氣冷高爐石作為填充

材料之可行性，根據爐石之材料性質及應用於工程性質進行探討，期相關研究成果未來可作為相關產業參

考與遵循外，亦可提供爐石資源化應用於港灣海岸工程之相關技術參考，推廣未經安定化處理之轉爐石應

用於工程之使用，並將轉爐石與氣冷高爐石之資源價值提高，期能利於循環經濟及確保公共工程之品質。  

關鍵詞：煉鋼爐石、轉爐石、高爐石、循環材料、海岸工程、港灣工程 

層析成像分析法於水下單側震測法資料
之可行性評估 

林俊宏
1*

 洪湘詒
2  

1*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2*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助理技術員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8-2221-E-110-022 - 

海床調查為海洋工程之重要基礎工作，透過水下地球物理方法可快速且有效地進行大範圍的調查，

其中，水下單側震測法可提供海床之剪力波速以及壓縮波速，以作為後續工程設計使用。水下單側震測法

為水下折射震測與水下表面波震測的整合施作分析方式，前者受到單筆資料量的不足後者受到分析理論限

制皆僅能採用1D分析方法，透過不斷移動測線獲得擬2D之海床影像。本文主要針對水下折射震測之分

析，透過理論走時曲線的探討，評估水下單側震測法之走時曲線資料採用2D層析成像分析的現場施測要

求與反算設定。研究結果顯示，採用2D層析成像法分析水下單側震測法之走時曲線時，控制總網格點數

介於10000~13000個網格點數之間，並同時考慮x方向網格大小對接收器間距的比例為0.175~0.25，以獲得適

當合理的反算參數。而在此反算設定下，施作時每次炸點施炸的移動距離應當小於1/3測線，可有良好結

果。此外，由探討結果顯示，水下單側震測施作較適合對於海床下5公尺以內的調查需求。後續將進一步

採用現地收錄資料進行驗證。 

關鍵詞：水下折射震測、層析成像法、壓縮波速、海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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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離岸基礎在互層非均質黏性土壤  
之極限承載力  

紀昭銘 1  黄普源 2  林正山 3  許盈松 4  劉建榮 5 

1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2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研究助理 

3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生 
4 逢甲大學水利工程與資源保育學系特聘教授兼水利發展中心主任 

5 逢甲大學水利發展中心副主任 

摘要  

台灣政府計劃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並建設離岸風場。離岸基礎的尺寸通常大於陸域基礎

的尺寸，例如自升式平台船的 spudcan 基礎或離岸風機的 monopile 基礎。由於離岸基礎較大

的尺寸，基礎受崩潰荷重作用下所影響的土壤區域較大，而這個區域可能包含不同種類的土

層。因此，在基礎承載力評估中，考量非均質土壤因素與互層土壤效應是必須的。本研究分

別採用圓弧滑動機制與 FLAC 數值模擬調查基礎放置於非均質互層黏性土土壤系統的基礎

承載力，其中上土層是相對較為堅硬；而下土層相對較軟且其不排水剪力強度將隨深度增加

而線性增加。根據結果顯示，對於上土層較薄的條件，承載力因子可能會有增加的現象且其

所對應的圓弧滑動面或土壤塑性流區域可能收縮。另一方面，對於相對較厚的上土層條件，

基礎承載力與其所對應的土壤滑動面可能不受下土層因素影響。 

關鍵字：離岸風能、自升式平台船、FLAC、基礎承載力、非均質互層黏性土 

海域救助人員職能之發展與探討 

張珮錡
1*

  謝馥蔓
2
  陳思樺

3  

1*國家海洋研究院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副研究員 
2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 

3*國家海洋研究院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  

 推動「向海致敬」政策，未來從事海域遊憩活動的人數勢必增加，海域安全成為不容忽

視之議題。其中海域救援需具有專業技術與能力，為有效地掌控海域救助人員的素質，建立

海域救助人員專業素養的社會公信力，給予大眾更安全的海洋環境，甚至從中提高從業人員

的實質金錢報酬，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探討、次級資料分析、一般訪談法和專家焦點團體法，

檢視此領域之發展，探討此職類之工作任務、從事此專業工作之人員所應具備之能力、以及

應有之知識、技能和態度等職能內涵等。 

本研究將目標放於已取得開放水域訓練的救生員認證者，探討與發展海域救助科技輔具

職能基準，期得以藉由本研究之探討與產出，發展出海域救助人員之職能模型，用以作為後

續發展相關課程之依據，藉此提升海域救助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增加海上救援成功機率。 

關鍵詞：海域救助人員、水域救援、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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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離岸風電水上支撐結構檢修人員之職能分
析 

張珮錡
1*

  謝馥蔓
2
  黃千綺

3  

1*國家海洋研究院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副研究員 
2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 

3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系碩士生 

摘要  

 開發離岸風場的同時應強化產業技術能量與建構離岸風電產業在地化，離岸風電生命

週期中運維階段長達 20 年以上，應儘早補足運維階段人力之缺口。本研究主要依據離岸風

電運維市場之產業人員需求，採用 I-P-O 職能發展模式，透過文獻分析、一般訪談法和專家

焦點團體法建構「離岸風電水上支撐結構檢修人員」職能模型。研究過程中進行離岸風電產

業的人力需求分析，對於離岸風電產業與產業人才需求資料進行蒐整與分析，並採用專家訪

談法，選定並發展關鍵職類；接續進行職能分析階段，整理國內外相關職能資料，並辦理 2

場次專家訪談與 2 場次專家焦點會議，完成離岸風電水上支撐結構檢修人員所需具備之能力

組合，包含此職類之工作職責、工作任務、行為指標、工作產出，以及所對應之知識、技能

和態度等。 

關鍵詞：IPO 模式、職能、離岸風電、營運與維護 

基於 CDIO 之教育框架在新工程教育方
法實驗與建構計畫來建立海洋工程教育  

紀昭銘 1 蕭兆昇 2 林正山 2 廖為忠 3 

1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兼新工程教育 B 類計畫主導人 
2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生 

3 逢甲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兼新工程教育 A 類計畫主持人 

摘要  

為了使工程主修學生畢業後能適應業界技術的快速發展，教育部推行「新工程教育方法

實驗與建構計畫」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基於過去在美國離岸石油業界的工作經驗，第一

作者於 2019 年帶領逢甲土木系獲得此計畫的 B 類計畫補助。在 2021 年，該系基於原計畫進

而獲得 A 類計畫。在兩個計畫中的大地工程領域，基於真實工程問題開發相關教材「離岸風

能之大地工程導論」且在課堂上執行，它包含三部分並串聯三門土木系的必修課知識，包含

工程數學、土壤力學、與基礎工程。執行計畫過程中，培養研究生成為課堂助教協助大學部

同學理解教材內容、解演算習題、以及專案作業所需之程式碼編輯。課程進行輔以主題式專

題演講與校外工程參訪，最終引導學生執行課程所學的知識用在畢業設計。因此，整體計畫

執行基於 CDIO 的教育架構以培養學生成為業界所需之人才。 

關鍵字：離岸風能產業、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計畫、多門學科知識串聯、工程教育、

C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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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應用有限元素法分析矩形聲納陣列效能
與結構 

蔡明廷
1*

 邱永盛
2  

1*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工程師 
2 國立中山大學 副教授 

摘要  

近年因國家政策使得海事工程需求大幅提升，且應用多為高精度海底地形測繪以及目標

物探測，故經常使用多波束測深儀(Multibeam)、側掃聲納(Side-scan Sonar)等儀器進行工作，

而其工作原理皆使用水中陣列之波束成形與操作。本研究即利用有限元素分析軟體，針對面

陣列(Plane Array)系統中矩形陣列(Rectangular Array)型電聲換能器，進行聲學效能與硬體結

構之分析，使水下技術應用與其硬體開發挹注更多研究能量。 

由於水中聲納之波束成形，可由陣列式電聲換能器之發射或接收所實現，而其陣列又以

數個單一壓電元件所組成。故本研究將以建立矩形陣列之模型為目標，先進行單一壓電立方

體之自然頻率以及電路特性頻率響應分析，俟了解其元件特性後，再以數只微型壓電元件並

聯為基礎構型，進行矩形陣列之設計。因水下換能器設計包含防水以及保護陶瓷等結構，故

該模型中亦引入各種複合材料，探討其對於換能器之影響。 

研究結果指出，單一壓電元件中，因使用 d33 模式工作，故其電路諧振頻率位置，將由

元件高度尺寸影響；而將數只元件並聯後，其頻率響應位置仍受高度主導，但可於頻帶內觀

察到不同工作模式產生，且頻率位置不受高度尺寸變化所影響，故推測可能亦透過 d31 模式

工作。利用玻璃纖維與橡膠等複合材料進行厚度分析，發現其對於聲源位準大小具有相當影

響，而針對電路特性響應與應力分析之比較發現，其電路特性並未完整反應所有陣列工作模

式之頻率。在聲學方面，該矩形陣列於 191 至 192 kHz 具有相當功率之有效波束，僅四只微

型壓電元件之單排陣列其聲源位準可達到約 136 dB，係適合使用於高精度之聲納成像分析之

頻段，未來，有機會利用其設計進行多波束測深儀之換能器研製。 

關鍵詞：換能器、水中聲學、聲納陣列、有限元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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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三模式無人海洋載具之系統架構概念設計 

陳家昊
1
 陳信宏

2* 
周佑誠

3 

1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2*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教授 

3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進行混合模式海洋載具概念設計，使之具備自主式水面載具(Autonomous Surface 

Vehicle, ASV)、遙控水面載具(Remotely-operated Surface Vehicle, RSV)、自主式水下載具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作業能力，可因應不同淺水域作業條件而變換其運作

模式。本研究在 IUT-AUV I 的開發基礎下發展 AUV-ASV-RSV 三模式一體的無人海洋載具，

硬體架構包括中控核心單元、通訊系統、電力單元與感測器。控制架構方面，AUV 模式仍沿

用 IUT-AUV I 之命令、控制與導航設計，ASV 模式則以 AUV 導航控制架構為基礎，但將載

具定位參考感測器由 DVL 與 IMU 轉換為 GPS，而 RSV 模式則透過 RF 通訊模組下達載具

推進控制命令與回傳載具狀態資訊，達到即時遠距無線操控。本研究也進行 AUV-ASV-RSV

三模式間的切換機制設計，而 ASV 與 RSV 之控制與操縱設計概念亦藉由 IUT-AUV I 載台

進行實水域測試並驗證其可行性。 

關鍵詞：無人海洋載具、自主式水下載具、自主式水面載具、遙控水面載具 

 

可加壓充水阻抗管的開發與應用  

沈宗佑 1   鐘冠閔 1   黃清哲 1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摘要  

充水阻抗管的開發可應用於材料於水中聲學特性的量測，實際環境下，材料於不同的水

深下所受的壓力不同，可能造成材料特性的改變，因而影響其聲學特性。本研究將充水阻抗

管安裝加壓設備，開發出可加壓的充水阻抗管，並應用三參數校正法實施阻抗管內水體校正。

分別於同一天實施三次實驗及不同日期進行吸音材料量測實驗，來驗證實驗的重複性，結果

證明本研究具備良好的可重複性，且確認實驗設置是可正常運作的。透過阻抗管的加壓量測

實驗中，量測橡膠多孔材質在不同厚度與壓力下的聲學特性，並藉由量測結果可觀察出材料

在不同的厚度及不同的壓力的組合下所呈現的聲學特性。運用可加壓的充水阻抗管可模擬材

料在不同水深下所遭受的壓力，透過量測阻抗管內的聲壓，計算材料在不同壓力下的反射係

數。 

關鍵詞：充水阻抗管、可加壓充水阻抗管、三參數校正法、反射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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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衛星影像灘線 AI 辨識技術研發 

陳蔚瑋
1＊

 張憲國
2 
張家羲

3 
楊文昌

4 卓訓杰
5
李孟學

5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4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中心組研究員兼主任 
5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學及資訊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為發展一個精準且易於操作以外傘頂洲水線為例的 AI 辨識模型。因

使用批次預處理遙測影像下載及系統化的辨識，故可大幅降低往昔感興趣區域(ROI)與半自

動海陸域標記所需花費的時間。採用重新採樣方式解決遙測影像的陸域及海域細小區塊數量

極為不均的問題，並嵌入孿生網路模型於基本 DeepUnet 而發展出一個精進 AI 模式。此模式

比原本單純的 DeepUnet 模式具有較佳適用性及正確性以辨識不同亮度影像的海域。  

  關鍵詞：孿生網路、深度學習神經網路、辨識技術、重新採樣 

 

投放式溫深儀-XBT 終端速度之模擬探討  

林世哲 1* 李芳承 2 曾以帆 3 
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 
2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博士 
3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海洋溫度是海洋物理學當中的重要因子，海洋溫度的變化影響海洋環流、氣象和生物活

動等現象。在當代物理海洋學的研究中，投棄式溫深儀(Expendable Bathythermograph，XBT)、

溫鹽深儀(Conductivity-Temperature-Depth，CTD)等是現今進行海水溫深剖面測量常用的儀器，

其中 XBT 因為現場操作簡便、效率高、成本低等特性，在海洋物理界被廣泛的使用。XBT

是直接由船舷拋放入水中並開始自由下沉，下沉過程中通過漆包線將溫度感測器測得的資料

回傳船上接收裝置。但因為 XBT 本身沒有壓力感測裝置，若要獲得溫度資料所對應之水深，

必須透過下降速率公式(falling rate equation，FRE)計算，該公式的準確性直接影響了該溫度

資料的可靠性，因此下降速率公式是 XBT 的重點研究項目。本研究為利用無網格法中光滑

粒子法(Smooth Particale Method，SPH)探討 T-6 型 XBT 之終端速度及其下降速率公式，並與

相關的研究結果相互比較。 

   關鍵詞：投棄式溫深儀、終端速度、光滑粒子法、卡門渦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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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基於視覺智能感知架構應用於自主水下
載具之實現與驗證 

余昭明
1
 林宇銜

2*  

1 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2*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9-2221-E-006-100-MY2 

本研究旨在利用自主水下無人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 ) 導入具有深

度學習能力的視覺感測系統，設計與建構一套「智能導引系統」(Intelligence Guidance System, 

IGS)，促使 AUV 將不再只受限於特定已知的識別特徵條件，執行水下目標物體偵蒐任務。

為驗證智能導引系統之功能，本研究基於團隊自製研發的 Matelab AUV 中導入 IGS，於國立

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穩定性能水槽及拖航水槽進行一系列試驗。在試驗過程中，

首先是以一系列的人造結構物作為識別基礎資訊進行影像校正、特徵強化以及類神經識別訓

練，並以紅色三角錐狀物體做為最終試驗之導引標的。智能導引系統可即時自艏艙攝影機取

得連續影像進行 AUV 周邊環境視覺資訊之演算與識別，藉由獲取標的於 AUV 視覺座標影

像座標資訊映射到大地座標，進而定義標的物體與AUV 間的距離及方向角，計算與控制 AUV

航速與航向，實現本研究提出之基於視覺智能感知架構之自主水下載具導航與運動控制。 

關鍵詞：自主水下載具、AUV、智能載具、視覺導航 

運用多角度反射係數進行實海域海底沉積物
性質分析初探 
黃滄介 1 邱永盛 

1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9-2623-E-110-001-D; 110-2218-E-110-008; 110-2218-E-110-010 

在海洋工程應用中，海床結構與物理特性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且對於海上施工與海上結

構物穩定度均有關鍵影響，因此提升海床土層結構與參數之探測技術是國際上海洋工程技術

之發展重點之一。由於傳統岩心採樣及底質鑽探需耗費大量的時間及資源，更對表層沉積物

造成破壞，因此水中聲學遙測技術成為海床沉積物探測之有效配套措施。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運用多角度聲學反射係數進行海床沉積物性質分析之可行性與準

確性，研究方法包含聲學反射模擬與實海域量測分析。首先透過 Brekhovskikh(1980)所使用的

多路徑分析法及 Lindsay(1972)所提出的反射係數估算技術，模擬不同聲波反射角度與沉積物

性質所造成之反射係數變化，進而透過多角度反射係數分析海底沉積物之性質。在實海域量

測分析部分，本研究團隊位於 2020 年 10 月於台灣西南海域針對水深 250 公尺沙地進行量測，

藉由錨定的方式掛載水下錄音機，並且拖曳本實驗室自主研發的水下載具進行 3-7kHz 的線

性掃頻訊號拍發，以量測並分析多角度聲學反射回波強度。研究成果顯示在多角度聲學反射

係數中可明顯觀察到砂質海床之全反射的特性，透過全反射角之分析可估算海床沉積物參

數；透過海床表層沉積物樣本分析結果，發現全反射角之量測可用於準確估算海床參數，證

實了本聲學遙測技術之可行性與準確性。 

關鍵字：多角度反射係數、全反射角、台灣西南海域、海床底質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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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離岸風電場生態保育環境之水下噪音分
析 

鄭凱文
1
 邱永盛

2* 
張元櫻

3 

1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研究生  
2*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3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10-2221-E-110-018 

近年來依國家「能源政策」全力推廣「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臺灣積極推動離岸風電

之發展，以提高再生能源發電比例，使本國逐步邁向非核家園之政策目標。而其中又以臺灣

西部海域為離岸風電主要開發場域，然而臺灣西部淺水海域為中華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的重要棲息地。在過去經驗中，工程發展經常導致生物與棲地遭受危害，舉例來說，離岸風

機打樁時，產生的高強度低頻噪音可能影響到對聲音較敏感之生物，嚴重時甚至會造成聽力

受損與永久性傷害。因此，我國西海岸對噪音傳播與海洋生物動態之監測需求開始大幅增加。

本研究以彰化外海為研究標的海域，將進行水下聲景環境分析。希望可對此海域之聲景有更

深入的掌握，並將建立完成之分析技術應用於其他海域，以逐步提升對於各離岸風電建設海

域之聲學掌握度。 

關鍵詞：離岸風場、水下背景噪音、中華白海豚、環境影響評估 

 

自製水下電聲換能器陣列特性探討及合
成孔徑法之應用 

鄒宇杭
1*

 邱永盛
1  

1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10-2623-E-110-001- 

隨人類文明快速進步，海洋科技亦日趨發達。國防軍事活動、AUV 的探勘任務、海洋資

源的開採及監測等重點發展項目皆須仰賴水中聲學技術。而有時為提升信號之訊雜比(Signal-

to-Noise Ratio,SNR)與指向性，會應用聲納陣列來增加其傳播效益。 

本研究使用有限元素法模擬並自主開發一套水下電聲換能器陣列，進行陣列系統之實海

域海床探測應用，並從回波資料觀察陣列特性。為驗證此聲納陣列系統效能，亦使用拖曳式

全向性主動聲納系統探測比對，利用合成孔徑法達到虛擬陣列之功效，後將兩者海底床回波

資料加以分析，探討其差異性。 

關鍵詞：水中聲學、聲納陣列、有限元素法、脈衝壓縮、合成孔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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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水下聲學偵測浮標設計與建置 

陳琪芳
1
 洪靖唐

2  
洪徐永

3*  
張祐誠

3*  
吳昭蓉

3* 

1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2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博士生 
3*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碩士生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9-2221-E-002-198-MY3 

台灣海峽坐擁全世界最佳之風力資源，政府亦於 2013 年推動千架海陸風力機之國家型

計畫，惟離岸風場場址與已被列為極度瀕危 (Critically Endangered) 物種-台灣白海豚 (Sousa 

Chinensis) 棲地有部分重疊。根據研究顯示海上施工船於打樁期間所輻射之水下噪音會嚴重

影響白海豚的生物行為，故施工水域 750 公尺內是否有白海豚出沒為開發商及環保單位所關

心之重要訊息。因此，被動式水下聲學監測 (Passive Acoustic Monitor) 與鯨豚觀測員 (Marine 

Mammal Observer) 制度的設置刻不容緩，以視覺及聲音作為保護鯨豚的雙重保險。為分析中

華白海豚生物族群與海洋環境時空上的變動趨勢，科技部與台灣大學陳琪芳教授團隊擬於台

中港北堤水域設置聲學監測網 (PAM Network)，整合底碇式水下噪音監測站、近岸被動偵測

浮標與海上無人載台，蒐集水下聲景資料，建立資料庫供相關單位進行評估與分析。本研究

以此為出發點，欲建立一水下聲學偵測浮標系統，透過軟硬體整合，以 C++和 Python 語言開

發程式於機器人作業系統 (Robot Operating System) 之上，並應用於嵌入式系統，透過即時

音訊回傳，實時監測打樁分貝值並偵測海豚哨叫聲 (Whistle) 出沒，作為聲學監測網之關鍵

技術。本文之系統可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硬體架構、軟體架構、即時哨聲偵測與即時監控

系統。本文將詳細說明各部分並於實測驗證其效能與應用，並且分析未來可精進之項目。 

關鍵詞：被動式聲學監測、被動式聲學系統、機器人作業系統、即時哨聲偵測、即時聲學監

測系統 

超短基線輔助之感測資料融合於 AUV 定
位估算 

鄭鉦翰
1
  陳信宏

2*
 周佑誠

3
 王朝欽

4 

1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2*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教授 

3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4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9-2218-E-110-009- 

水下導航仰賴精確可靠的水下定位估測，其性能也是影響自主式水下載具(AUV)任務成

敗與執行效率的關鍵因素之一。本研究開發定位感測資料融合演算法，透過擴展式卡曼濾波

融合 AUV 感測資訊，包括陀螺儀 (Gyro)、都卜勒速度儀 (DVL)、超短基線 (USBL) 定位系

統量測資料，並探討融合 USBL 定位資料對於 AUV 定位估算效能的影響。本研究將所開發

的 Gyro/DVL/USBL 定位資料融合演算法於自主式水下測試平台 IUT AUV I 上實現，並於水

域進行導航試驗，測試結果顯示此一定位資料融合演算法有效提高 AUV 定位估算精度。此

外，本研究利用 RTS 軌跡平滑法進行定位估算資料後處理，有效改善載具定位估算可靠度。 

關鍵詞：自主式水下載具、水下定位、擴展式卡曼濾波、陀螺儀、都卜勒流速儀、超短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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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應用基於深度學習與顏色特徵之潛水員
偵測於 AUV 潛水員追隨控制 

何鎮守 1  周佑誠 2*  陳信宏 3  謝孟璋 4 

1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2*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3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教授 

4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科科技部計畫：MOST 109-2218-E-110-008- 

潛水員任務通常具有高複雜度與高風險性，若自主式水下無人載具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 能從旁協助潛水員執行任務，則可提高潛水員作業之效率與安全。

追隨型自主式水下載具可基於光學攝影機或聲納儀器進行開發。相較於聲納儀器，光學攝影

機之主要限制為其水下能見距離短，但卻具有高解析度、高影格率、低成本、以及高應用普

及性等優點。本研究以顏色作為偵測潛水員之特徵。本研究利用硬體迴路 (Hardware-in-the-

loop, HIL) 模擬平台進行潛水員偵測之模擬測試，並修正顏色特徵篩選步驟之相關參數與方

法。本研究亦利用 HIL 模擬平台，在兩潛水員衣著顏色不同之下，進行 AUV 追隨特定潛水

員之模擬測試。模擬測試結果顯示，AUV 可以追隨特定潛水員，亦即身著紅衣之潛水員，初

步驗證所提方法之可行性。 

關鍵詞：自主式水下載具、潛水員偵測、潛水員追隨、光學影像、卷積神經網路、顏色特徵 

自主巡航水下滑翔機實海域實驗 

張家溥 1* 宋雨霖 1 陳柏棋 1 張旭光 1 蕭毓宏 1 王兆璋 1 
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摘要  

科技部計畫： 

在大範圍且長期的海洋觀測中，自主巡航水下滑翔機是重要的水下觀測載具，水下滑翔

機主要為透過浮力引擎改變載具排水體積以增減浮力，進一步移動重心位置可使其在海中滑

翔。因為載具的移動僅在浮力與重心改變時才消耗電力，因此能以極少的電量進行長距離、

大範圍的觀測任務。在本文研究當中，目標能夠開發出小型浮力引擎模組，能夠安裝於有限

空間的艙體內部，除了水下滑翔機的運用外，亦能應用於自主式無人載具、漂流載台…等小

型儀器。 

    在浮力引擎模組構成上，利用具有彈性的橡皮油囊作為調整排水量的內、外部油囊。液

壓系統則使用無刷馬達(Brushless motor)驅動柱塞泵(Piston pump)提供高達 1450 psi 的壓力來

源，進而改變外部油囊的大小以控制載具浮力。本研究已將研發之浮力引擎模組安裝於水下

滑翔機中，並於深水池完成浮力引擎的測試實驗，並成功於台灣西南海域完成數次沉降往返

之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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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關鍵詞：水下滑翔機、浮力引擎 

以數值模式探討感潮河段半鹹水淡化  

東佳穎 1* 于嘉順 2 楊宗翰 3 
1*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副工程師 

2

國立中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3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利技師 

摘要  

為評估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後副產物鹵水排放對河川影響，探討枯水期及豐水期兩種情況，

考慮河川流量最小及最大時期，由於淡化廠採用 RO 逆滲透處理，水溫部份並不影響，因此

模擬情境僅考慮鹽度變化。本計畫所使用之模式為 SCHISM，在網格方面使用非結構式網格

模擬計算區域，以半隱式有限元素法解析水動力方程式。為了解排放鹵水對河川可能影響，

對於河道區域進行加密以適當解析附近鹽度擴散模擬，透過有限元素法優點，外海可使用較

大網格解析，近岸海域及河道內部則以較小網格解析，網格解析度最小為 30 公尺，依此設

計水平網格除了可以增加計算速度，同時也能清楚解析淺水區流場，垂直網格部分則以 LSC2

來計算，隨深度改變層數。案例情境模擬分為枯水期(3 月)及豐水期(9 月)，鹵水排放與上游

流量及潮汐之交互作用，情境設計為鹵水排放點在河川底層排放。由潮通量得知，在枯水期

間河川之流量受到潮汐所影響而有往復的運動；豐水期間則是受到上游流量主導。本計畫建

置由上游至下游之河川斷面以便觀察鹵水排放後在河川內傳輸之情況。在枯水期間鹵水傳輸

的現象，在高潮位時有短暫堆積在底層區域，但隨著退潮開始，鹽度較高的水團開始向下游

傳輸。最後，便無鹽度較高的水團出現。在豐水期間，傳輸現象更為明顯，鹵水在高潮位時

因上游流量大，導致在排出後便向下游傳輸。 

關鍵詞：數值模式、SCHISM、曾文溪、海水淡化 

應用聲牆法反向導引 

誤入港區鯨豚出海之方案探討 

張引
1*

 任一凡
2 

1*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副研究員 
2 遠雄海洋公園股份有限公司 海洋部總監 

摘要  

臺灣沿岸港口眾多，歷年來偶有出現鯨豚入港之情況。當鯨豚因追捕魚群等等原因，不

慎進入港區面積廣闊且水道縱橫複雜之大型漁港、商港或軍港，常會發生迷航而無法自行游

出之狀況。港區不是鯨豚熟悉的水域環境，港內迷航之鯨豚可能處於緊迫的狀況，再加上水

質不佳且食餌不足的負面效應綜合作用下，鯨豚停留在港內時間愈久，對其健康的負面影響

愈大。故當鯨豚在港內迷航無法找到出口，且判斷港區無充足食物，或動物無法有效覓食保

持體力時，需以適當之措施導引其出港。但野生鯨豚沒有被制約的經歷，因此無法在短時間

內運用動物訓練的方式，引導誤入港區的鯨豚離開。因此，在有時間急迫的壓力下，反向導

引(柔性驅趕)是比較可行的方式。本報告以聲牆法為基礎，研擬一組反向導引港內迷航鯨豚

出海之方案，提供參考。 

關鍵詞：鯨豚救援、港內迷航、聲牆法、柔性驅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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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高雄港船舶進出港機率探討 

羅冠顯2 蔡立宏1 陳子健3 

1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2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3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 

高雄港為我國主要國際商港，亦為亞洲與歐美地區海域運輸重要樞紐，本文蒐集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高雄港波高及風速資料，參考「高雄港船舶進出港管制基準」，探討高雄

港船舶在不同月份、季節及時段進出港機率，分析成果可提供高雄港船商與管理調度單位參考應

用。 

關鍵詞：高雄港、波高、風速、機率 

 

台灣湧升流預報系統發展建置與系統較
驗 

徐誌壕 1 于嘉順 2 陳琬婷 3 

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研究助理 
2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3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  

湧升流區為重要的漁業資源區域。湧升現象為水體由下層或底層區域上升至表層區域，

會對表層海域注入豐富的營養鹽，提供藻類生長所需的資源，進而吸引魚群來此。由於水體

是由底部上升至表層區域，底部水體水溫較低，會使表層區域的水溫下降，形成明顯的低溫

區域。因此，可透過湧升流指標觀察表層區域的水溫變化，判斷湧升現象的發生。然而，當

表層水溫出現明顯下降時，往往都是湧升現象已經發生的時候。為了提早預測湧升現象出現

的時間，本研究透過混合層深度判斷垂直水體的變化。透過相關性分析得湧升流指表與混合

層深度的相關性為 0.372，以此作為預報系統內之權重。以 2021 年 5 月預報結果與同月份之

葉綠素濃度比較，在大陸沿岸可觀察兩處到較高的湧升機率。分別為汕頭市(約 117°N、23°N)

及東山(約 119°N、24°N)，是因南海海流與夏季季風形成湧升現象造成，同樣在葉綠素也可觀

察到相同趨勢分布；此外，在台灣灘上方的葉綠素濃度出現濃度較高的區域，在預報結果中

同樣可觀察到。 

關鍵詞：湧升流、台灣海峽、混合層、湧升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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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C 
 

提升海岸地區工程結構耐久性的策略與
技術-以許厝港自行車景觀大橋為例 

陳彥睿
1
 陳建中

2
 巫秀堅

3
 林庭輝

4
 江正宏

5*  

1 臺灣蘇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總經理 
2 萇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副總工程司 
4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科長 

5*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正工程司 

摘要  

近年來臺灣地區陸續在沿海或海上建造了數座跨海大橋等離岸構造物，這幾座跨海大橋

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設計年限明確設定為超過 100 年不等，因此海岸地區工程結構耐久性

成為工程界關注的焦點。沿海或海岸重大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主要是因為混凝土或鋼筋材料等

幾乎無法被更換，相關結構材料或其組合耐用年限必須超過整體構造物設計年限，其中混凝

土材料除了擔任結構力學上的重要角色外，自身也必須抵抗外來腐蝕因子(硫酸鹽)的侵蝕，

同時必須擔負保護鋼筋不受外界腐蝕因子(氯離子)的侵入導致銹蝕的發生。本文主要是介紹

提升鋼筋混凝土結構耐久性的完整策略與技術，並以「許厝港自行車景觀大橋新建工程」為

例，說明該工程在耐久性設計所採取的措施。 

關鍵詞：耐久性、硫酸鹽、氯離子、防銹劑 

 

海域金屬材料腐蝕因子調查研究  

溫志中 1 謝智文 2 葉秀貞 3 蔡涵任 3 羅建明 4 
1*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副教授 
2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研究生 

3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研究助理 
4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研究中心 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於臺中港 4 號碼頭進行水下金屬試片暴露試驗，選用港工常用之金屬結構材料

SM490B 碳鋼、SS316L 不鏽鋼、SS400 低碳鋼三種金屬試片，針對基礎水質環境、海洋附著

生物情況進行觀測與調查，藉以暸解水下金屬材料之腐蝕速率情況並進行腐蝕因子分析。調

查結果顯示，金屬腐蝕速率由高到低為：SS400 低碳鋼＞SM490B 碳鋼＞SS316L 不鏽鋼；附

著生物以藤壺、二枚貝類及管蟲為大宗。另由水質參數因素分析顯示，鹽度、總溶解固體量、

導電度、溫度及溶氧為主要影響因子，可解釋相關海域水質監測資料 83.397%的變數變異量。 

關鍵詞：水質監測、鋼材腐蝕、海生物附著、腐蝕因子 

 



 

 

第 43屆海洋工程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  2021年 11月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Ocea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21 

主題 D 

離岸風電機在地震下的動態反應  

黃勝翊
*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及機電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分析套管架式離岸風力發電機在地震下的動力反應。風力發電機的結構部分由

殼元素模擬但套管架基礎則用樑元素模擬。振動模態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利用集中荷重結

構模型會造成有些振動模態被忽略。動態分析結果顯示全結構模型所得的反應遠大於集中

荷重結構模型有十倍以上。另外，考慮自重的動態反應遠大於不考慮自重的動態反應。研

究的結果建議設計大型離岸風電時，應用殼元素建立的風電機全結構模型並考慮自重以避

免反應被低估。 

關鍵詞：離岸、風機、地震、複合材料 

 

 

生物附著於海上箱網繫纜及網袋  
之繫纜疲勞分析 

唐宏結
1*

 江文山
2
 冉繁華

3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副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特聘教授 

摘要  

本研究採用自行研發的數值模式，進行箱網的繫纜疲勞分析，情境包含未受生物附著、

網袋受生物附著，以及繫纜受生物附著等三種。研究案例為屏東海域的實際尺寸箱網，輸入

條件為小琉球浮標長期波浪分佈數據，數值模式以不規則波進行 3 小時模擬，計算結果通過

雨流法(rain-flow counting)分析錨碇張力之應力範圍及圈數，利用繫纜材質的 S-N Curve，並

搭配 Miner’s Rule，得到繫纜 3 小時疲勞損傷，最後以波浪的年出現機率為權重，得到年疲

勞損傷。分析結果顯示，年疲勞損傷以波浪出現機率為主要因子，波高為次要因子，而繫纜

和網袋兩種生物附著情境，都會加速繫纜的疲勞損傷。然而，現行國際規範的疲勞分析，並

不考慮繫纜磨損、銹蝕和腐蝕等因素，疲勞分析結果相對保守，故建議須經常性的檢視錨碇

系統。 

關鍵詞：養殖、箱網、生物附著、繫纜疲勞分析、不規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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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模型箱網斷纜試驗  

唐宏結
1*

 姚皓晟
2
 楊瑞源

3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副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碩士生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副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9-2222-E-006-003-MY2 

國際上箱網斷纜相關的實驗研究目前仍相當缺乏，因此本研究進行水槽實驗探討斷纜議

題，並搭配數值模擬交互驗證。水槽實驗中模型以對稱方式繫泊固定於底床上的 8 個錨碇塊，

其中上游面兩個錨碇塊安裝滑輪，將兩條繫纜通過滑輪再拉到水面上的平台，並在平台後端

架設兩個張力計，測量在正常與斷纜兩種情境中水流對箱網造成的繫纜繩張力變化。本實驗

的斷纜裝置是由氣壓缸和刀片所組成。研究結果顯示，當上游其中一條纜繩被切斷時，另一

條纜繩上的繫泊張力會大幅增加，隨後整個箱網系統會在短暫幾秒鐘內達到新的力平衡。本

研究中觀察到的斷纜狀態和正常狀態之張力比介於 1.5 和 2.0 之間。此外，試驗可觀察到

箱網浮框有明顯的偏航旋轉(yaw)，且在斷纜後一秒內即停止。最後，模型試驗和數值模擬的

錨碇張力比較結果顯示，在流速小於 25 cm/s 的案例中，兩者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關鍵詞：箱網、錨碇系統、斷纜、水槽試驗、模型試驗 

海上通訊浮筒研發 

李治廣
1*

 許文陽
1
黃子鴻

1
 張碩軒

1
徐仕昇

1 

1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因應底定式波浪發電機組海上電力與通訊傳輸目的，設計開發海上通訊浮筒，主

要包含：浮筒平台、替換式監測模組與海纜夾具。以計算流體力學軟體 ANSYS AQWA 計算

海上通訊浮筒動態與靜態受力分析，確保於極端波浪條件下，通訊浮筒與固定用之係纜不會

造成嚴重性的損壞，證實海上通訊浮筒之功能性能符合海上測試需求，並提供未來通訊浮筒

設計改善之依據。本研究開發之通訊浮筒功能具備：通訊浮筒透過海纜與水下波浪發電機組

的電力與訊號傳送、波浪發電機組最大功率追蹤(MPPT)以及資料庫的無線通訊，藉以驗證波

浪發電機長期在海上發電效果，透過無線通訊系統，即時診斷波浪發電機組的運作狀態。 

關鍵詞：通訊浮筒、波浪發電機組、海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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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駁船式浮動平台於波流作用下  

繫纜失效後運動行為響應  

姚皓晟 1 陳俐妤 1 楊瑞源 2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碩士生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駁船式浮動平台為基礎，在不考慮風的情況下，探討端氣候下的條件，平台於

單條繫纜失效後所牽連的運動響應，探討的方向為:平台於繫纜失效後的姿態變化、平台的飄

移範圍以及剩餘繫纜的張力變化。本研究先行利用 CFD 軟體的 FLOW-3D 來計算駁船式浮

動式平台於自由衰減下，將時序列透過快速傅立葉轉換下得到的頻率分布，找出該平台於

Heave(起伏)、Roll(橫搖)、Pitch(俯仰)三個自由度的共振週期；並統計台灣新竹外海 50 年重

現期的颱風海況條件，再由 Orcaflex 套裝軟體進行平台與繫纜耦合的模擬，探討繫纜失效後，

整體後續的運動行為。 

關鍵詞：浮動式平台、自由衰減、繫纜設計、繫纜失效。 

The Influence of Breaking Wave Locations to The 

Slamming Wave Load on The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n Shallow Water 

Ahmad Darori Hasan*, Yu-Hsien Lin* 

* Dept. of Systems & Naval Mechatronic Eng.,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Tainan City 70101,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to simulate breaking waves induced by 

sloping beds and to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se waves on an offshore wind turbine (OWT) 

foundation. A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 (RANS) equation was established to numerically 

analyze the water surface of two-phase fluids by using a volume of fluid method. The Boussinesq 

approach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ynolds stresses for developing a Re-Normalisation Group 

(RNG) k-ε turbulence model. The cut-cell method was used to generate grids for the monopile 

geometry and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The results of the numerical model for the wave elevation, 

wave load, and pressure on the foundation structure were validate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btained by Irschik (2002) at the Large Wave Channel, Hannover, Germany. 

Next, the wave elevation and wave load subject to the surf similarity parameter 𝜉0 on the OWT 

foundation were examined. By using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and the Hilbert–Huang 

transform (HHT), the total wave load forces were decomposed into the quasi-static force and 

slamming force. Furthermore, the wave load analysis would be summarized by considering the 

slamming force coefficient, rising time, duration time, and impulse. The normalized run-up height 

of the wave around the OWT foundation was also examined. 

Keywords: Breaking wave; Wave loa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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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DeepCwind 半潛浮式風機搭配繫泊系統
在動態風條件下之模擬  

黃彥儒 1  林宇銜 2* 

1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研究生 
2*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基於 NPD 風譜，在考慮動態與準靜態繫泊模型的基礎上，分析 OC4 DeepCwind 半潛式浮

式風機在不規則風條件下的動態響應。此外，在分析浮台運動中考慮了風力作為一個影響參數。為了

引入非線性黏性阻力的影響，本研究採用二次阻尼矩陣取代莫里森公式。在模擬非線性運動響應下，

本研究使用二次轉換函數(QTF)計算慢漂移力，並藉由研究纜繩對運動響應的影響，在動態模型中採

用堆積質量法，而準靜態模型則採用優化過的多段準靜態(MSQS)模型。最後，本研究採用同時考慮

風-繫泊的模擬下，對 OC4 DeepCwind 半潛式浮式風機的性能進行分析。 

關鍵詞：風-繫纜模擬、動態繫纜模型、準靜態繫纜模型、二次轉換函數 

非線性波浪作用下洋流發電機組受力之
試驗分析 

陳陽益 1 湯智誠 2 陳信宏 3 賴明松 4 許弘莒 5 
1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2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3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海岸環境資源組副組長 

4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技術師 
5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於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進行 1:49 的模型之縮尺試驗，張力計量測各纜繩的

張力變化，無線陀螺儀量測洋流發電機組模型的動力穩定度，以及架設攝影機拍攝模型的運

動行為。試驗共分為規則波與不規則波試驗，在進行試次試驗之前，先進行自由運動衰減試

驗，以獲得洋流發電機組在橫搖（Roll）、縱搖（Pitch）及起伏（Heave）等運動行為之自然

頻率，可透過衰減的振幅得到對數衰減值及阻尼比等。規則波試驗為了解洋流發電機組模型，

固定波高後在不同週期的運動行為以及各纜繩的張力變化，得到六個自由度的 RAO 值，再

將六個自由度的運動時序列與纜繩張力時序列轉為頻譜，去觀察彼此互相影響的關聯。不規

則波試驗為了解洋流發電在極端波浪條件下的運動行為以及纜繩最大張力值，提供設計參考。 

關鍵詞：洋流發電機組、縮尺試驗、RAO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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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震盪水柱波能轉換系統結合離岸風機套筒式基

礎發電效益評估試驗研究 

李賢華 1 温辰諺 2 陳冠甫 2  

1*

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教授 
2

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108-2221-E-110-025-MY2 

本文以離岸式震盪水柱波能轉換系統的波能轉換裝置與剛架結構結合，期能以波浪發電的方式結合

風力發電，有效運用風機基礎的空間，同時在提升風機發電效率的同時亦能增加結構本身的額外波能轉換

效益。本研究中以實驗水槽結合縮尺模型的方式，設計一附屬於離岸風電套管剛架式基礎下方之震盪水柱

發電系統，其額外增加的氣室結構則可進行波能之發電。探討之重點以氣室之幾何外觀進行參數變化之相

關研究，內容包含數值模擬及水工模型試驗相互驗證，以及氣流出口面積、前牆開口、氣室高度等參數變

化，探討其氣流速度以及轉換效率，希望能提出較佳的設計參數供後續研究應用。 

關鍵詞：離岸風力發電、剛架基礎、震盪水柱波能轉換、波浪能轉換、再生能源 

波流作用下海洋結構物保護工之試驗研
究 

陳信宏 1* 楊瑞源 2 萬竣翔 3 賴明松 4 吳恩綺 5 
1*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副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副教授 
3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海洋科技產業創新服務處專案經理 

4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技術師 
5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助理 

摘要  

本文於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之風波流水槽(27m*19m*1m)進行一系列海洋結構物沖

刷與保護工之水工模型試驗。針對四種不同型式海洋結構物基礎(單樁、套管式、重力式、群

樁)之沖刷試驗，探討海洋結構物周圍保護工之型式，更進一步探討保護工效果與不同保護工

型式對結構物周圍沖刷之影響。最後根據試驗結果，本文在海洋結構物周圍進行了各種類型

的防沖刷保護工，並調整保護工範圍和厚度，提出了海洋結構物周圍適當的沖刷防護工作，

並進行了測試且有效地防止局部沖刷，同時針對保護工成本進行評估。希望對工程上所遭遇

之沖刷與保護工問題能預期提供其發生之狀況與解決之方式。 

關鍵詞：海洋結構物、保護工、水工模型試驗、單樁、套管式、重力式、群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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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大水深海域離岸風場開發優先次序  

空間分析 

簡連貴 1 卓可威 2 廖嘉宏 3 劉為朋 3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海洋工程科技中心教授兼台灣風能協會理事長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再生能源為目前我國積極發展之重要國家政策，而離岸風電則為其中發展之重點，依據經濟部能源局

之規劃目標，預計在 2026 至 2035 年的 10 年間，釋出累計達 15GW 的裝置容量，大規模風場開發，勢

必會在海域空間利用方面與諸多既有海域使用類型產生競合，且現階段台灣西部水深 50 公尺內之風場多已

釋出開發，因此離岸風場向大水深區域(水深>50 公尺)規劃已成趨勢，然目前國內對於海域管理相關制度尚

未完善，故以海洋空間規劃(MSP)之理念，進行離岸風場之開發，為現階段國內重要課題。此外為了解離岸

風場之具體可利用空間，本研究分別以風場潛勢需求及海域空間脆弱度分析進行探討。最後研擬離岸風場

區位開發優先次序，以提供相關主管機關進行離岸風場空間規劃之參考。 

關鍵詞：海洋空間規劃、空間競合分析、脆弱度分析、離岸風場、區塊開發、地理資訊系統 

Lidar Observation of the Wind Speed Profiles for the 

Northeast Monsoon 

Yuan-Shiang Tsai1 Chih-Min Hsieh2 Wen-Chang Yang3 

1

Master's Program in Offshore Wind Energy Engineering,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Department of Maritim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ine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Centre, Nation Academy of Marine Research3

 

ABSTRACT 

The wind speed profiles developed in the northeast monsoon are studied using a profiling Lidar 

together with an ultrasonic anemometer to measure the atmospheric stratification at the shoreline of 

Hanbour, Changhua County, Taiwan. Three types of the wind profiles are characterized. They are 

the conventional boundary layer in agreement with the power law and log law caused by strong cold 

fronts with high wind speeds, the jet-like profile observed for the cold fronts with intermediate wind 

speed, and the sea/land breeze dominated profile showing the decrease of the wind speed with respect 

to the height. Th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is capable of separating the diurnal cycle inherently 

in the time series of the wind speed. This reveals that the wind speed pattern and the profiles are 

caused by the mixture of the monsoon and the sea/land breeze with different scales.  

Keywords: Wind speed profile; northeast monsoon; Lidar observation; diurna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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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基隆海檻測試場址潮流能資源調查  

陳勇隆 1 臧效義 2* 羅耀財 3 王昱善 4 陳煥儒 4 陳建宏 5 
1 台灣明耐洋流發電設備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海工組 碩士生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教授 

摘要  

針對基隆的海洋能測試場 TANETS，在靠近基隆嶼與和平島之間的水下海檻水域的潮流

資源研究，分別應用 POM 數值模式與 ADCP 超音波流速剖面儀進行不同點位二維水深平均

速度數值模擬，與單點水深剖面現場量測。結果顯示，數值結果比實測值略大，尤其漲潮時

較退潮時差異較明顯，但在趨勢上則相對吻合。不同點位模擬結果發現海檻上點位的流速較

遠離海檻的區位之值較大，但在海檻上不同水深處，則是水深越淺反而速度越小。從海檻水

域水深 37.5m 實測資料顯示，大潮期間與小潮期間海床上方 15-35 m 間速度幾乎維持一樣，

超過 50％機率流速可大於 0.75 m/s，而超過 30％時速度可大於 1.0 m/s。不論在平均流速或

尖峰流速平均結果，都是退潮時略大於漲潮時。不同水層速度方向玫瑰分布結果顯示，雖大

小分布略有不同，但在流速方向卻明顯的集中大約相同的兩個方向，分別是漲潮時流向西北

西，退潮時流向東南東。 

關鍵詞：基隆海檻、潮流能測試場、POM 模式、潮流資源調查 

以 AI 技術輔助進行水下地貌辨識與  

潛在危害分析之可行性研究  

曹士亮 1 林俊宏 2 田文敏 3 葉昌鑫 4 許哲彰 4 
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2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3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副教授 
4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工程師 

摘要   

    臺灣政府推動「千架海陸風力機」並規劃於 2025 年累計設置量達 5.5 GW，藉此促進能源多元化及

自主供應。目前國外對於海中的相關設施與離岸風機基座可能發生的地形侵淤變化與安全性調查，多以水

下遙控載具或潛水人員搭配光學設備來進行，然而臺灣西部海域海水濁度高，光學設備或許無法達到預期

的結果，本研究藉由聲學探測設備(側掃聲納與多音束測深系統)，收集台灣海峽附近海域海床特徵物以及

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於臺中港外海所設置的海氣象觀測樁之聲學影像，透過自行研發之影像輔助判別系統進

行海床目標物聲學影像之分析與辨識，以及判別可能發生災害區域於影像上之特徵並且描繪其範圍。分析

結果顯示，影像輔助判別系統對於海床特徵物以及水中設施基座侵瘀現象之辨識具有良好之成效，其研究

成果能提供離岸風機以及相關海上裝置未來監測與維護作業之參考。 

關鍵詞：海域監測、聲學影像、地質災害、影像輔助判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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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D 
 

利用計算流體力學方法模擬 NREL 5MW 風力發電

機之空氣動力 

陳璿光 1   林宇銜 1  蔡原祥 2 

1
 國立成功大學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2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事風電工程碩士學位學程 

摘要  

科技部計畫：MOST 109-2221-E-006 -100 -MY2 

現今對風能需求日益增加，為從中提取更多能源，因此風機尺寸隨之增加，於設計時須

以一種有效且快速之方式評估其效率。本研究基於計算流體力學之數值方法對流體力學的統

御方程式進行求解與模擬，建模並分析 NREL 5MW 大型風力發電機之轉子因空氣動力造成

的力學行為以及其流場所型成的效應。以劃分網格將空間離散化後，使用多重參考坐標系、

滑移網格模擬風機轉子等速圓周運動之環境，並於其之中以有限體積法求解加入 k-ε 

Realizable 紊流模型之 Reynolds Average Navier-Stokes Equation (RANS)，觀察轉子在額定風

速 11.4 m/s 下，之穩態及暫態情況扭矩及推力。並以網格收斂指數驗證收斂性，並找出最佳

網格尺寸，提供風機模擬參考。最後，計算結果指出扭矩與推力與對照組接近，但是由於葉

片元素動量理論未考慮本研究所用之紊流模型的原因，仍存在些誤差。 

關鍵詞：計算流體力學、風力發電機、RANS、多重參考坐標系、滑移網格 

風洞實驗量測紊流邊界層流作用下前後
排列之風力機群尾跡流特性 

蕭葆羲
1*
呂宣翰

2
曹柏暉

3
許泰文

4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研究生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碩士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摘要  

本文應用大氣環境風洞模擬近岸或離岸海域之紊流邊界層，量測分析探討紊流邊界流作

用下不同間距排列之風力機尾跡流分布特性，包括平均風速與紊流強度。實驗量測尾跡流包

含前後兩支與 3 支風力機不同間距之排列，以及風力機布置間距與風能密度比值及下風距離

關係。 

關鍵詞：紊流邊界層、大氣邊界層風洞、近岸或離岸風力田、風力機、尾跡流、風能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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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桃園市河川出海口之生態調查及環境教育推廣  

陳柏蒝 1 王彙喬 2 陳奕榮 3 葉翰揚 4 冉繁華 5 李孟洲 6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觀光學程 助理教授 

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研究助理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博士生 

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特聘教授 

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副教授 

摘要  

我國西部海岸線長約 400 多公里，均屬中央山脈大量沈積物堆積之軟底沙質海岸，其中

又以桃園市之海岸線蘊藏豐富的生物與景觀多樣性，故極具自然、文化資產之保存價值。隨

著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現象頻發，桃園市政府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亦尋求與自然環境

的平衡，期望能進一步復育生態環境，達到永續經營與發展之目標。為實現桃園市政府「綠

色桃園新生活」之市政願景，作者們於 2020 年 7-10 月針對桃園市河川出海口（共六條溪，

南崁溪、富林溪、大堀溪、觀音溪、新屋溪及社子溪）進行河川出海口 4 種生態調查，包含

魚類、浮游動物、浮游植物及基礎生產力，並以魚苗放流增裕海域資源，最後於配合桃園市

政府推廣海岸環境教育訓練課程及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關鍵詞：河川出海口、生態調查、魚苗放流、環境教育 

 

 

草漯沙丘季節性地形變化監測與分析  

呂紹平 1 林宗儀 2* 王雅慧 3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工程管理科科長 

摘要  

本研究於 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 4 月間進行草漯沙丘的季節性地形變化監測，在沿岸長

約 8.1 公里的範圍規劃六個調查樣區，並使用 RTK-GPS 進行地形測量，調查頻率大約每 4 個

月一次。雖然各調查區沙丘剖面短期的地形變化因前面海灘寬度和植被覆蓋狀況而有所差異，

但大致上在夏季時會有較明顯的侵蝕地形特徵，像是沙丘前坡坡腳處形成的沙丘崖。而秋冬

兩季則透過丘前斜面的堆積與崖頂的斜坡崩落作用而漸恢復成典型沙丘坡面，沙丘脊則小幅

度地朝陸地移動。沙丘前坡人工設置的砂籬，攔截冬季向岸風的輸砂，使周圍的砂面堆高，

但也造成沙丘前坡的坡度變陡，當夏季坡腳遭波浪侵蝕形成崖面時，也更容易引起大規模的

前坡崩落，減損前列沙丘的砂量，進而使沙丘的脆弱度提高。 

關鍵詞：前列沙丘、季節性地形變化、沙丘崖、丘前斜面、砂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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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桃園海岸跨域平台運作機制 

巫思佩1 蕭瓊茹2
 王雅慧3

 林立昌4
 

1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2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工程員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科長 
4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處長 

摘要 

    桃園市海岸管理權責區分複雜，涉及中央與地方單位高達20 多個，為了配合國家海岸生 

態保護目標，並展現桃園對海岸管理的重視，桃園市政府於2017 年11 月提出「桃園海岸生態 

保護白皮書」，並於2018 年3 月設立海岸專責管理機關－海岸管理工程處。由於海岸事務錯綜 

複雜，涉及多項不同領域之專業，因而成立海岸管理委員會作為上位政策指導組織，委員會所 

作之決策及建議，交由跨單位組成的海岸資源保育專案小組落實及推動，並於海岸管理工程處 

負責相關運作事宜，形成垂直整合的海岸管理機制。藉由這套機制的運作，以期逐步落實階段 

性目標，達到桃園市「自然樂活 海好有你」的海岸生態保護願景。 

關鍵詞：海岸管理、垂直整合 

 

桃園海岸治理策略及經驗分享 

林立昌1
 林錫聰2

 王雅慧3
 蕭瓊茹4

 巫思佩5
 

1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處長 
2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副處長 

3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科長 
4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工程員 
5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摘要 

    桃園海岸治理自2017 年出版的「桃園海岸生態保護白皮書」後，於2018 年由專責單位「海 

岸管理工程處」開始以整體性及宏觀的角度去推動整合性的海岸管理策略，對於海岸的管理措 

施也由市府的推動，跨大至偕同其他不同相關部門、專家學者，進行從跨領域的整合、跨單位 

的協調及互補。考量政府資源有限，更進一步導入企業資源、結合民間團體力量，以陪伴、輔 

導的角色引導在地發展「海岸生態產業」。本文簡介桃園治理策略及推動現況，最後規納出未 

來發展建議，期望除提升所有桃園市民海岸知能外，更能提升海岸居民對自我生活環境的自覺 

性，自發性參與第一線海岸保護行列。 

關鍵詞：桃園海岸、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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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海岸巡護隊志工制度提升海岸清理工作
績效之探討 

林智明 1 陳玫蓉 2 江佩儒 2 
1 翔科事業有限公司經理  

2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摘要  

傳統海岸清理工作主要由政府雇工清理或是不定時辦理大型淨灘活動等兩種方式，自

107 年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成立後，創新性成立海岸巡護志工，導入民間社團、在地

社區共同參與海岸清理工作。本文整理 108-109 年海岸巡護隊服勤數據與同期桃園市府海岸

清潔與淨灘活動相關績效，透過成本效益的探討志工制度對提升海岸清理工作績效。 

關鍵詞：志工、海岸清潔、績效分析 

 

許厝港濕地復育成效之探討 

林志融
12
李培芬

12
曾威捷

12
江佩儒

3
張哲岳

3
林哲宇

3*  

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 
2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摘要  

許厝港濕地老街溪右岸到新街溪左岸之間的非法魚塭收回後，在 108 年進行老街溪口清

淤及生態復育區營造，打造為 22 公頃的許厝港生態復育棲地，該工程在 109 年 1 月完工。

為了解該生態復育區之成效，在 108 年進行了施工前、施工中與施工後的 3 次調查；從 109

年開始則進行每季 1 次之調查，藉由鳥類種類與數量的變化來評估濕地復育之成效。同時在

許厝港生態復育 A 區與 D 區營造為適合小燕鷗繁殖之棲地。109 年 4-8 月與 110 年 5-8 月進

行每周 1 次調查，了解小燕鷗是否使用新營造的復育棲地。調查結果，鳥類種類數從 108 年

的 21 種上升到最多 33 種，數量從 108 年 216 隻次上升到最多 1,402 隻次，可預期未來可吸

引更多度冬鳥類前來棲息。小燕鷗 2 年一共有 770 隻次的紀錄，有 2 巢繁殖窩數並成功繁殖。 

關鍵詞：許厝港濕地、棲地營造、鳥類群聚、小燕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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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開放性模式預報與現場觀測資料之比較
—新竹風浪特性的探討  

林峻宇 1 黃志誠 2* 林伯謙 1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專任助理 
2*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人們時常利用網路上開放性的海氣象預報系統(例如 Windy、Windguru 等)來獲取未來的

海氣象資料，以作為活動或研究評估等應用參考；然而這一些預報資料是否準確可靠，目前

仍不得而知。本研究透過網路蒐集超過一個月的 Windguru 網站開放性的模式預報資料，並

與中央氣象局的實測海氣象資料做一比較與分析。以新竹浮標實測的風速、風向、波高、波

浪週期、波向資料為例，比較 1、3、5 日的模式預報與當天現場實測資料，並以 Skill 值量化

兩者的差異。研究結果顯示，1 日預報的結果與 3 日及 5 日預報結果相比，1 日預報的結果

相當良好且誤差較小，有最高的準確性。在細微的短時間變化上，模式預報資料較為平滑，

不易看出如現場觀測資料有較多的震盪。另外可發現在如颱風的劇烈天氣下，雖然開放性預

報系統可以預報出海氣象變化趨勢，但是在波高與風速的尖峰值上，預測上仍存在有很大的

差異。 

關鍵詞：波浪預測、風預測、開放性資料 

 

桃園海岸垃圾密度調查之探討 

林伯謙 1 黃志誠 2* 沈彥豪 1 鄧鑄源 1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2*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本文利用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ICC)所訂定之調查方式進行桃園海

岸垃圾調查。桃園海岸垃圾物的組成主要種類為「一般生活及遊憩垃圾」及「寶特瓶」，其

次為「漁業與休閒釣魚」，僅有少數的「醫療/個人用品」及「抽菸」所產生的海岸垃圾。由

寶特瓶來源國資料可知，桃園海岸皆以無法辨識的寶特瓶居多，剩下能判斷的寶特瓶以中國

為主要的來源國，其次為台灣。總合共 3 年的現場研究調查成果，發現北桃園(觀音、大園)

區域的海岸垃圾較南桃園(新屋)區多。推測可能因素是受到自然環境的風波流及地形影響，

因桃園屬於東北季風盛行的區域，而大潭藻礁以北的觀音、新屋在地形幾何上，又屬於迎風

面段，因此較易累積北方來的垃圾。加上冬末初春時，此區域會盛行跨海峽海流，帶來中國

大陸的垃圾，因此桃園觀音、大園海岸較容易累積 ”跨海峽漂過來”的垃圾。另外，110 年

桃園海岸明顯受到海岸巡護隊、清潔隊及淨灘活動等影響，桃園海岸垃圾量明顯大幅度減少，

從 110 年調查結果與 109 年調查結果相比就可以知道調查區域內的平均清理量由原先

3293(個數/次)下降至 177(個數/次)，其影響顯著。 

 關鍵字：海岸垃圾、桃園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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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桃園新屋石滬無人空拍機調查分析 

劉孟樵
1
 黃志誠

2* 
王雅慧

3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海所 研究助理 
2*國立中央大學水海所 副教授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工程管理科科長 

摘要  

石滬代表沿岸居民獨特的漁業文化，亦為重要的文化資產。位於桃園海岸的新屋石滬，

因受到地形、潮汐、波浪等因素而導致毀損崩壞，近年來因其被列為文化資產而備受重視，

也因此有許多修滬及維護的工程。文中利用無人空拍機拍攝高解析度正射影像，並藉由影像

處理軟體建立三維數值地形模型，將結果與前次計畫分別以橫切剖面及整體高程來分析比較

石滬改善情形，最後量化石滬體積的變化來呈現改善的成效。 

關鍵詞：石滬、無人機 

 

以非結構性網格模式探討三接港於桃園
海岸之影響 

藍亦汝 1 黃志誠 2*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學系 碩士生 
2*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學系 副教授 (*表示通訊作者) 

摘要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簡稱三接港）預定建置於桃園市大潭工業區沿岸，其設計以棧橋自

陸側延伸，連接三接港於離岸海域。新建的建築物因遮蔽原先水流流向，將使桃園近岸的海

流與波浪環境產生改變，從而影響該處的漂沙趨勢及沿岸地形變遷。為了解三接港對近岸流

場的影響，本研究使用非結構性網格數值模式 Delft3D FM 模擬桃園近岸流場受海上結構物

影響之變化。研究首要確立數值模式於桃園近岸流場的重現能力，並以該具高度重現性的數

值模式進行現況模擬以及三接港建置後之情境模擬，環境條件則設定夏季、冬季兩種季節，

以討論不同季節環境下，三接港建置前後的流場異同。由模擬結果可知，三接港港形設計使

其與陸側所夾之沿岸海域內各處流場變化情形彼此不同：東側鄰近棧橋處因水道收窄而水流

匯集、流速增強，最西南側則因遠離棧橋、位居港形開闊處而在平均流速上稍微減緩。除空

間上的差異，左右不對稱的港形亦造成漲退潮及夏、冬季節上有不同的流速流向表現。 

關鍵詞：Delft3D FM、近岸結構物、水動力模擬、桃園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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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海域水質監測網建構之探討 

方天熹 1*、戴仕彥 2、林立昌 3、許嘉麟 4 

1 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教授(*表示通訊作者) 
2 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助理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處長 

4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科長 

摘要 

海域水質好壞攸關海域生態永續發展，本研究為初期計畫，主要工作為調查桃園市近岸海

域水質狀態，以供日後桃園市政府規劃建立桃園市沿岸海域水質監測網，以利海域生態永續發展。

本研究在桃園市重點河川入海口及其離岸約1.5海浬海域共設十六測站，每季調查海域水質計有鹽

度與營養鹽等15項基本水質參數，此外亦分析溶解態重金屬元素如鎘、鉻(VI)與汞等9種元素。調

查結果顯示基本水質參數濃度變化比較明顯的測站為新南崁溪口、埔心溪口與新街溪 -老街溪等

測站，水質中以氮磷等營養鹽濃度變化較大，氮與硝酸鹽濃度比一般海域高出50-100倍，而磷酸

鹽濃度比一般海域高出約5倍左右，顯示桃園沿海海域污染嚴重。水質重金屬元素濃度差異不是

很明顯，各元素濃度遠低於環保甲類海域品質標準值。 

      關鍵詞：桃園海域、營養鹽、重金屬元素 

桃園海岸地區水域微塑膠調查之探討  

邱申富 1 洪以柔 1 許嘉麟 2*林立昌 2  

1 點點塑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 
2*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海岸工程科科長 

2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處長 

摘要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自 2020 年 3、4 月起試辦微塑膠監測計畫，於社子溪出海口

及永安漁港，調查微塑膠濃度與成分，並分析可能的來源。調查期間為 2020 年 3 月、4 月，

於社子溪出海口及永安漁港使用自行開發之無耗材微塑膠收集器進行採樣，並與直接撈取表

層水的採樣方式進行比較。以微塑膠收集器採樣之樣本的數量檢驗結果，社子溪出海口 3 月

和 4 月分別為 2.57 和 3.02 item/m3，永安漁港 3 月和 4 月則分別為 17.90 和 1.83 item/m3。所

有樣本中，尺寸以 20 ~ 100 μm 為主的樣本佔相對多數(18.5 ~ 57.1%)，透明色為所有樣本中最

主要的顏色(31.4 ~ 67.5%)，而碎片是本調查最多的微塑膠類型(36.0 ~ 50.0%)。成分檢驗方面

3 月並未有明顯特徵，社子溪出海口以 ABS(26.6%)為主要成分，永安漁港則以 PVC(30.0%)為

主要成分，而兩調查地點的 4 月成分分析結果皆以 PE 占比最高、PP 次之，為日常生活常用

之塑膠。 

關鍵詞：桃園、海岸水域、微塑膠、微塑膠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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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應用無人機空拍技術於桃園海岸帶的調
查 

林立昌 1、黃志誠 2*、葉正陽 3、許嘉麟 4 

1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處長 
2*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3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4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海岸工程科科長  

摘要  

桃園市海岸帶南北長約 40 公里，其中有數個保護區與地景，如許厝港濕地、草漯沙丘、

觀新藻礁野生動物保護區、新屋石滬等；也有海岸侵蝕嚴重的二級海岸防護區(新屋事業海堤

海岸段)，及台灣前幾名的海廢熱區(白玉海岸段)。為了能有效管理整個桃園海岸段，研究團

隊從 2018 年開始利用無人機空拍影像搭配 PIX4D 影像建模技術，來長期監測與建立桃園海

岸的長期影像資料。我們建立潮間帶長達 32 公里，解析度在 10 公分/pix 以內的正攝影像，

此資料用來瞭解藻礁棲地變化及海岸垃圾的分佈調查。我們也在重點區域建立解析度高達 1-

2 公分/pix 的數值地形模型(DSM)。DSM 被用來進行新屋事業海堤改善工程規劃、石滬修砌

評估等；採用 RTK 技術，垂直均方根高程誤差可達 2 公分左右。本文呈現無人機空拍技術

可達到不同計畫目的與需求，是進行海岸調查與環境背景資料建立的有效工具，有助於海岸

空間的管理與規劃。 

 關鍵詞：桃園海岸、無人機、空拍影像、正射影像、數值地形模型 

桃園海岸潮間帶礁體棲地的監測:無人機影
像的應用 

黃志誠 1*、葉正陽 2、周舶皓 3、鄧鑄源 2、劉孟樵 2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副教授 
2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3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海岸工程科科員  

摘要  

無人機空拍成像與地形建模技術具備空間解析度高、機動性高及成本低等優勢，近幾年

來已被廣泛使用在海岸沼澤、濕地、珊瑚礁棲地等的成像與現場調查。本研究於 2018 年 7 月

開始，利用此空拍技術來監測桃園海岸潮間帶礁體出露海砂的特性。影像監測的時間超過 3

年 14 季，監測沿岸長度超過 24 公里，監測向離岸範圍從平均低潮位線至岸線(高水位線)。

本研究也蒐集了近 20 年來農航所的航拍影像進行探討與比較。本研究說明無人機空拍成像

技術可以做為海岸棲地長期監測的方法。本研究探討近二十年尺度、年際尺度及季節尺度的

礁體與沙地棲地變動，我們發現潮間帶礁體的面積與位置在 2001 年到 2010 年間有很大的差

異變化。資料顯示，影響礁體面積變動的主要因素為海岸突堤效應；另外，也發現礁體出露

會有季節性的變化；而颱風等因素也可能是影響礁體面積改變的原因之一。 

關鍵詞：桃園海岸、礁體、無人機、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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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 

應用全潮測量於感潮濕地管理之探討-以
許厝港濕地為例 

黃國文 1*李豐佐 2 賴進松 3 楊欣樺 4 林立昌 5 

1*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 
2 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助理研究員 

3 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員 
4 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研究專員 

5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處長 

摘要  

感潮濕地由於受潮汐影響，其水位及流量變化，為主要影響濕地水文及生態環境之因子。

尤其若感潮濕地無上游淡水入流流量時，潮汐週期間之水位及流量特性，更為主導濕地水文

生態特性之因子，故需以全潮測量方法進行前述因子調查。本研究以許厝港 22 公頃復育濕

地之感潮濕地為例，許厝港感潮濕地為臺灣第一個大尺度之濕地復育營造案例，感潮濕地面

積約 11 餘公頃，以兩支管徑為 1.65 公尺之涵管與老街溪河口濕地連通，河口潮汐水流由這

兩支涵管進出感潮濕地。本研究於 2021 年 5 月 13 日進行全潮測量，由 7 點至 19 點(約一個

潮汐週期)使用聲波都普勒流速儀(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ADCP)-River Surveyor M9

進行 13 次全斷面流速及流量量測，並同時調查水位、鹽度等因子。由全潮測量成果得知，感

潮濕地之潮汐週期與老街溪口相似，其潮差約 0.6m、最大退潮流量為 1.68cms、最大平均流

速約為 0.023m/s、鹽度約為 24ppt。由於感潮濕地之潮差遠小於老街溪口之 1.1m，感潮濕地

之最高潮位約 EL. 1.0m 略低於老街溪口之 EL. 1.2m，顯示感潮濕地受兩支涵管管徑及高程限

制，無法與老街溪河口潮汐水位同步。運用此水文特性可估算感潮濕地之潮間帶棲地面積等

生態特性，做為棲地復育管理應用之參考。全潮測量可作為瞭解感潮濕地水文特性之方法，

本研究成果可供類似感潮濕地之水文環境管理參考。 

關鍵詞：全潮測量、感潮濕地、ADCP、棲地管理 

應用生態工法於濕地復育營造之探討-以許厝港濕

地為例 

林立昌1
 巫秀堅1

 林庭輝1
 李冠頡1江正宏1*

 

1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摘要 

    許厝港濕地復育工程採「以鳥為本」的生態工法，投入經費4千餘萬元，係全國最大的濕地復育工程，

主要利用老街溪出海口的淤沙回填魚塭，藉以達到挖填平衡，完全不用外來土方，並利用潮汐變化自然引

入海水，新增復育22公頃的濕地面積，經實際觀測到訪的鳥種與數量都有顯著成長，2020年第一季候鳥數

量1,402隻相較2019年同期候鳥數量261隻成長幅度大於5倍，更首次觀察到稀有冬候鳥冠鷿鷈、禿鼻鴉、黃

頭鶺鴒，歷年觀測鳥種紀錄達231種，鳥友們驚呼許厝港濕地已回復到15年前的盛況。  

關鍵詞：許厝港濕地復育工程、以鳥為本、生態工法、挖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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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海岸場館活化轉型為里海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之地方實踐-以桃園海岸五大

環境教育場域為例  

林献祥 1 江佩儒 2  徐榮崇 3 簡雯潔 2 
1

群威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2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3 臺北市立大學 

摘要  

   桃園市具有不少海岸生態亮點，並積極建置海岸環境教育場域。然場域經營除了政府政

策推動，更必須結合在地社區、團隊及學校，方能永續經營場館。本文以桃園海岸五大環境

教育場館為例，以兩大面向導入社區參與以及生態教育推廣，分別為社區團隊及場館營運輔

導、社區及場館的活動行銷，期能提供各地在海洋環境教育場館經營之參考。 

關鍵詞：海岸環境教育 

 

探討海洋文化景觀傳承與永續經營之策
略-以新屋石滬為例 

李悅瑞 1 林立昌 1 王雅慧 1 吳亭 2 呂蘋恩 2* 呂儼展 2 

1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2*興展創意數位有限公司 

摘要  

新屋石滬存續超過百年，受到現代化漁業影響，石滬漁業逐漸沒落，修滬耆老日益凋零，

如何傳承修滬技藝是石滬文化面臨的嚴肅課題。2019 年 4 月 8 日桃園市政府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將新屋蚵間石滬群 2、3、6 號石滬登錄為文化景觀，2020 年完成新屋蚵間石滬群文化景

觀保存維護計畫，2021 年開始執行。自 2019 年起委託桃園石滬協會修復新屋區蚵間里石滬，

2020 年起委託桃園市新屋區愛鄉協會修復新屋區深圳里石滬，並委託協會經營管理新屋石滬

故事館推廣海岸環境教育，並向行政院環保署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為達到三生(生態、

生活、生產)共存共榮亦無損於未來世代需的理想，市府持續在符合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

標核心價值下進行新屋漁滬文化推廣與海岸永續經營。 

關鍵詞：新屋石滬、文化景觀、傳統漁法、海岸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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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桃園河川與海岸水體品質探討 

陳平 1 周瑋珊 2 康兆凱 3 

1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副研究員 
2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助理研究員 

3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副研究員 

摘要  

應用整合性水體品質評估指數分析桃園河川與海岸水質狀況，由河川污染指數(RPI)可知，

桃園市 6 條河川水體品質，整體多屬於中度污染(2011.01~2021.08)，其中以南崁溪污染程度

相對最高，且 RPI 整體呈現從南崁溪至福興溪，由北往南遞減之分布，此外重金屬銅仍有超

出地面水體分類水質標準中，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而桃園沿海水體品質，透過海岸

水體品質指數(CWQI)分析，無論於北桃園沿海南崁溪至老街溪海域，以及南桃園沿海接近觀

音溪口海域，其 CWQI 於多屬於普通等級，進一步檢視其中以水質指標 DIP 均達紅燈警示可

知，桃園沿海水體中磷酸鹽濃度，長期存在偏高現象，需要有整體性的營養鹽管理策略來改

善其水質。 

關鍵詞：河川污染指數、海岸水體品質指數、營養鹽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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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F 

長衝程造波機應用於連續孤立波生成、 

演化及溯升之試驗研究 
吳昀達 1* 劉立方 2,3

 

1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2新加坡國立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 特聘教授 

3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客座特聘講座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8-2218-E-006-053-MY3  

 

長波於近岸水域之水動力特性，長久以來為海岸工程學者專家所關注，尤以釐清溯升及溢淹過程為

重，因其與安全息息相關。本研究意欲以實驗室中之長衝程造波機，探討連續孤立波之生成與演化及其於光

滑斜坡之溯升，其中斜坡坡度為1/10。連續孤立波之生成以單一孤立波造波理論為基礎，並延伸至產生連續

六個以特徵波長作為相鄰兩波週期之孤立波，再將實驗量測結果與理論解比較，以釐清如此作法之準確程

度。連續孤立波溯升則透過擷取最大溯升高及平均溯升高以探討其差異性，且研析不同波浪非線性孤立波之

溯升是否能達穩定。於末，藉由週期波碎波參數以分析其與單一孤立波及週期波之相關性，冀期提出單一化

之溯升公式，以整合不同類型波浪溯升之估算。 

關鍵詞：溯升、連續孤立波、沖刷互制、水工模型試驗 

 

山崩海嘯半解析解生成模型及其於1998年 

巴布亞紐幾內亞海嘯之應用 
羅弘岳 

國立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科技部計畫：108-2218-E-002-075-  

本文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半解析解山崩海嘯生成模型，並以1998年巴布亞紐幾內亞海嘯為例示範該模型之

適用性。此山崩海嘯生成模型結合解析解與數值結果，能透過閉式函式快速輸出於山崩海嘯生成階段結束後

之海嘯波型與速度場，海嘯之傳播則使用布式模式以數值方法計算。由於此山崩海嘯生成模型之參數化特質

與使用上之便利性，以及所使用之布式模式的高計算效率，於數值模擬中可考慮眾多可能的山崩海嘯情境。

為了研究山崩相關參數之不確定性或誤差將如何影響山崩海嘯所造成之溯升，本研究透過六組一百例的蒙地

卡羅實驗，發現海嘯溯升之不確定性約為山崩相關參數之不確定性的兩倍。  

關鍵詞：海嘯、水下山崩、布氏模式、不確定性傳播 

  



 

第 43屆海洋工程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  2021年 11月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Ocea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21 

主題 F 

Gener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non-uniform bores and 

their flooding characteristics 

Ignacio Barranco1 
1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The present work focuses on the generation of tsunami-like bore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on the flooding processes. Bores are generated in the laboratory employing a 

dam-break system and a programable long-stroke wavemaker. The experimental data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form bo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mbination on the generated inundation. For 

the given laboratory setup, the dam-break system is more suitable to generate the main bore flow while 

the wavemaker is best used to generate secondary waves. 

Keywords: bore; tsunami; dam-break; inund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two- and three-dimensional 

Navier-Stokes modelling for swash flows 

Pablo Higuera
1,2*   

1Lecture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2*Senior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ABSTRACT 

Swash zone hydrodynamics are key to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sediment transport, which may 

lead to coastal erosion. One of the swash processes that has been extensively researched using field 

observations, physical and numerical modelling is runup. Observation highlights the 3D nature of runup, 

especially when wave breaking is involved. Yet, a majority of runup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performed in 2D. In this work we use a new set of experiments with trains of solitary waves running up 

a plane slope (1 on 10) to validate numerical modelling performed with olaFlow (developed within the 

OpenFOAM library). The results of 2D and 3D simulations are compared to evaluate the suitability of 

each approach. Overall, 2D simulations suffice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pproximation to runup at a low 

cost, while 3D simulations are able to provide a highly-detailed hydrodynamic description of all the 

processes at a significantly higher cost.  

Keywords: swash hydrodynamics; solitary waves; numerical modelling; olaFlow / Open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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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astal Inundation by 

Typhoon Hato (2017) and Typhoon Mangkhut (2018) 

Jie Yang1*,2, Linlin Li2,3, Kai Meng Mok4, and Philip Li-Fan Liu2,5,6 

1*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Harbor,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Hohai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3 Professor,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Geodynamics and Geohazards,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4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acau 

5 Professor,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nell University 
6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yphoon Hato (2017) and Typhoon Mangkhut (2018) were both record breaking with respect to 

their maximum sustained winds, storm tides and affected area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but the 

leading factors deciding inundation hazardousness are different. We simulate these two real events 

responding to various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also use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inundation depth, 

extent, velocity as well as inundation dur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associated storm-induced inundation 

hazard in Macau. In this study, a wind–surge–wave numerical modeling package is adopted to simulate 

storm surge and inundation processes due to these two typhoon events. The models are validated with 

observing data of winds, storm tides, significant wave heights and surveyed inundation depths. By 

investigating the sensitivity of storm surge and inundation to tidal phase, storm track and storm size, 

we confirm that the larger size of Typhoon Mangkhu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uch larger storm surge 

and affected areas in the PRD and longer inundation duration in Macau. Although storm siz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damage caused by Typhoon Mangkhut, the rapid intensification of Typhoon Hato prior 

to landfall, its unexpected intense landfall and coincidence with high tide were main reasons battering 

Macau with severer flooding.  

Keywords: Macau; Storm size; Inundation extent; SCHISM 

 

内孤立波作用下海床土体动力响应与 

剪切破坏研究 

童林龙 1,2* 

1*河海大学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助理研究员 
2 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博士后研究员 

摘要  

本文采用解析理论研究了南海海域内孤立波传播过程中海床土体动力响应特征，分析了海

床土体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南海地区海床土体发生土体剪切破坏可能性较小。增大水体密度

差，海床内有效应力相应增大，剪切破坏可能性升高。 

關鍵詞：内孤立波、有效应力、剪切破坏、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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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ulence structure during uprush-downwash 

interaction of consecutive solitary waves 

In Mei Sou
*
 

*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turbulence structure in terms of the integral length scale during the 

uprush-downwash interaction of the laboratory-generated consective solitary waves on a beach slope. 

Using a 1000-Hz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PIV), the cross-shore velocity fields of six consecutive 

solitary waves were obtained for two different wave conditions. The integral length scale is calculated 

using both the wavenumber spectral method and th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method. The wavenumber 

spectral method is found to be a more robust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ntegral length scale as the 

assumption is less stringent than that of the autocorrelation function method. The largest integral length 

scale occurs when the flow reverses from uprush to downwash for the two wave condition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integral length scale are found to be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wave conditions. 

Keywords: Surf zone; Solitary waves; Wave-wave interaction; Integral length scale; Fast-speed PIV 

    ISPH Simulation of Wave Breaking with k–ε Turbulence 

Model 

Dong Wang1*  Philip L.-F. Liu2 

1*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China 

(email: ceewadg@nus.edu.sg) 
2Department of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email: philip.liu@nus.edu.sg) 

ABSTRACT 

Generation and transport of turbulence associated by wave breaking are dynamic, complex and 

multi-scale processes. An Incompressible 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 (ISPH) method solving 

the 2D RANS (Reynolds Averaged Navier-Stokes) equations with the k–ε turbulence closure is 

constructed. In the present model, the concept of “massless ISPH” utilizing the definition of "particle 

density" (number of computational particles within unit volume) is stressed. The detailed discretization 

of the equations based on the variable “particle density” is provided for completeness. The skills of this 

numerical model are tested by laboratory experiments under solitary wave and periodic wave. In the 

case of periodic wave breaking, the over-production of turbulence beneath surface waves is stressed 

and the modification for standard k–ε model proposed by Larsen and Fuhrman (2018) is adopted. The 

effects of initial seeding of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and stress limiter coefficient 𝜆2 are studied. An 

adaptive wall boundary condition for k–ε turbulence model is employed to avoid the unrealistic 

production of turbulence near the wall boundary. The GC_DS (Gradient Correction_ Dynamically 

Stabilized) scheme proposed by Tsuruta et al. (2013) is adopted to reduce the numerical dissipation. 

The numerical results, in terms of free surface profile, mean velocity field, vorticity field,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and turbulent shear stress, are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data. Very reasonable 

agreement is observe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ly validated 2D ISPH model with 

the k–ε turbulence closure,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ransient free surface wave problems. 

  Keywords: 2D ISPH; k–ε model; wave breaking;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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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h-integrated wave-current models 

 Zhengtong Yang
*

 

* Scientist, Technology Centre for Offshore and Marine, Singapore 

ABSTRACT 

A set of depth-integrated wave—current models are derived for simulating wave transformation 

and waves interacting with vertically sheared current. In the present models, horizontal velocities are 

decomposed into two components. The first part deduces to the prescribed current velocity when waves 

are absent. And the second part is approximated in a polynomial form. The resulting depth-integrated 

wave--current models are obtained by applying the weighted residual method. In the absence of currents, 

the present models are identical to those in Yang & Liu (2020).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escribed current, 

valid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are then conducted for periodic waves on currents with complex vertical 

profiles in one-dimensional horizontal (1DH) space. Furthermore, the new models are applied to wave-

-current interactions in two-dimensional horizontal (2DH) space by considering wave propagation over 

a vortex-ring-like current.  

Keywords: Depth-integrated model; Wave modelling; Wave—current interactions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component of finite amplitude 

solitary wave: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solutions and 

HSPIV experimental results 

Yufei Wang
*
  

* PhD Candicate,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The most popular solitary wave’s theoretical solutions have been studied in this pape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surface profiles described in the theories are agreed with each other from lower to higher 

solitary waves. Meanwhile,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fields are not. Especially for a higher amplitude 

solitary wave, when 𝛼 > 0.4 ( 𝛼 is defined in equation 1).  To verify the velocity fiel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for the various amplitude solitary wav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NUS hydraulic lab. 

The velocity components are measured by an HSPIV system to compare with different theoretical 

works.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profile under the wave crest is selected as a critical location and is used 

for comparison with theories. For a lower amplitude solitary wave, all the theories are agreed with 

experimental velocity measurements. For a higher amplitude solitary wave, McCowan (1891) and 

Clamond (1999) give better fits with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but not perfect matches. McCowan 

(1891) gives better estimations near the free surface; Clamond (1999) gives better estimations near the 

bottom. 

Keywords: Solitary wave; Flow visualization; H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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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波潮耦合模式探討輻射應力對臺灣東北岸風暴  

潮之影響：以 2015 年蘇迪勒颱風為例  

蔡育霖 1* 吳祚任 2 劉立方 3 

1*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 

3 國立新加坡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康乃爾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1912 級工學講座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波潮耦合模式，探討 2015 年蘇迪勒颱風期間，輻射應力對臺灣東北岸風暴潮之影響。本研究

使用之波潮耦合模式，由 COMCOT-SURGE 風暴潮模式、SWAN 近岸風浪模式和 TPXO8-atlas 全球天文潮模

式建構而成，可完整模擬風暴潮生成、傳播、近岸溢淹等物理過程，並考慮風浪和潮汐效應。耦合模式結果與

2015 年蘇迪勒颱風期間之浮標和潮位站等觀測資料驗證，均有良好比對結果。本研究之數值耦合實驗顯示，

輻射應力對臺灣東北岸風暴潮峰值有 30 至 50%貢獻，其中，以蘇澳測站最為顯著；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臺灣

東北岸風暴潮峰值與颱風登陸時間相近。本研究結果顯示，風浪能量消散後之輻射應力對臺灣東北岸風暴潮

模擬之重要性，並建議未來風暴潮模擬應考慮輻射應力作用，以避免對於近岸風暴潮峰值之低估。 

關鍵詞：COMCOT-SURGE、SWAN、TPXO8-atlas、輻射應力、波潮耦合模式、蘇迪勒颱風 

Modification of Mw 9 Tsunami Wave Impacts due to 

Dongsha Atoll in South China Sea 

Jinghua Wang1,2,*  Philip L.-F. Liu3,4,5,6 

1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3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4 Distinguished Visiting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5Class of 1912 Professor,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nell University 
6Li Kwoh-Ting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sunamis induced by megathrust in Manila subduction zone impose alarming threats to the coastal 

cities in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SC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tsunami hazards in this region becomes 

demanding. One unique geographic feature in this region is the presence of the Dongsha Atoll between 

the tsunami source zone and China coastlin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the Dongsha Atoll in 

modifying the tsunami impacts through simulating a group of synthetic tsunami events with Mw=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ongsha Atol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sunami wave heights behind the Atoll 

and at selected coastal sit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ull model of the topo-bathymetry of the Dongsha 

Atoll should be employed for future tsunami risk assessments in SCS region. 

Keywords: Wave diffraction; Tsunami runup; Coastal 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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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for Geometrical Volume of Fluid 

Methods: Application to Water Waves 

Asim Ö nder
*
, Philip L.-F. Liu

**
 

*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n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n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Accurate estimation of the normal and curvature fields of the air-water interface is essential for 

the accuracy of Volume of Fluid methods simulating water waves. We apply the machine learning 

paradigm to estimate these geometric features from volume fraction fields. To this end,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s that are designed for regular uniform grids ar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into OpenFOAM. The models are tested against the most established methods in the literature and their 

superior accuracy is shown.  

Keywords: machine learning; gravity-capillary waves; volume of fluid method; surface-tension 

modelling;   

 

Recent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mangroves against coastal waves 

Che-Wei Cha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Kyoto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Mangroves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 protect coastal regions from extreme wave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lex and special root systems, mangroves can dissipate wave energy and 

mitigate sediment erosion, which provides a nature-based approach against climate change. This study 

aims to seek better quantification of mangrove effects on water waves by conducting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field surveys. In laboratory tests, 3D-printed tree models were used to replicate the 

scaled-down root structure of typical mangroves. With direct measurements of wave forces and fluid 

velocity, the drag and inertia coefficients were estimated and their empirical relationships with flow 

parameters were proposed. The impacts of mangrove roots on fluid velocity and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were also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o laboratory tests, field surveys were conducted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grove roots and their variety. A 3D laser scanner was also used to capture the 

detailed structure of mangrov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ve parameters of mangrove 

morphology provide a useful dataset for the parameterization of mangroves in numerical simulations.  

Keywords: Mangrove; 3D-printed tree; drag coefficient; inertia coefficient; coastal protection 

  



 

第 43屆海洋工程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  2021年 11月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Ocea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21 

主題 F 

An Update for Le Mehaute's Diagram 

Kuifeng Zhao1,2, Philip L-F, Liu1,3,4  

1

Dep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

Surbana Jurong Consultants Pte Ltd  
3

School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nell University. 
4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For given periodical wave conditions, it is frequently required by researchers or engineers to identify 

which type of wave theories is most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One simpliest way is to refer to Le 

Mehaute’s graph, which provides the applicable range of various wave theories. However, when we 

tried to reproduce the chart, we found that the curves for separating high order Stokes waves were not 

well quantified. In this abstract, we prepared an updated Le Mehaute's Diagram with our recently 

derived Stokes wave solutions up to fifth order.  

Keywords: progressive wave; Stokes wave; cnoidal wave; applicable range of periodical wave theories 

 

滨海断裂带历史大地震海啸影响及警示  

李琳琳 1*，2 邱强 3  

1*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实验室（珠海） 

3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摘要  

我国华南沿海发育的滨海断裂带是南海北部地震最活跃、频度最高、致灾性最强的活动大

断层，从东到西总长上千公里，是对华南沿海区域带来潜在地震和海啸威胁的重要发震区域。

该孕震带在历史上曾发生 6 级以上的大地震 18 次，7 级以上的强震 4 次，在沿海地区引发了海

啸灾害，尤其给发震区域的沿海地带带来重创。然而，由于历史事件年代比较久远，记录资料

甚少、不完整，尤其是现代地球物理的观测比较匮乏，因此，滨海断裂带的孕震规律、发震机

制尚不清楚。本文将收集和整合滨海断裂带目前在地球物理观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资料，系

统性的研究该断层的发震机制和海啸机理，为华南沿海地区的地震海啸灾害评估提供科学数据

支撑。本文将以 1604 年琼州和 1918 年南澳两种截然不同震源机制大地震为典型案例，展示滨

海断裂带在不同区域产生的海啸特征，并讨论这种非典型地震海啸的可能致灾机理。 

關鍵詞：滨海断裂带、震源机制、海啸灾害、1918 南澳、1604 琼州地震、COM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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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響強度法分析與重建 1845 雲林口湖
風暴潮事件 

范子軒 1* 許家鈞 1 吳祚任 1 林君蔚 1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摘要  

西元 1845 年雲林口湖發生嚴重之風暴潮事件，造成萬人喪生，為台灣歷史上最嚴重之風

暴潮事件。為重建 1845 口湖風暴潮事件，本文發展風暴潮影響強度分析法(SSIIA)。該法以現

行於中央氣象局之 COMCOT-SS 風暴潮模式為基礎，進行大量單元颱風之風暴潮模擬，以建立

颱風位置對風暴潮與溢淹高程之 SSIIA 敏感關係圖。本研究為重建颱風路徑，發展颱風路徑對

風暴潮影響分析法。該法透過 SSIIA 之分析結果，進行風暴潮潮高、溢淹高程與溢淹範圍之綜

合評分，以求得可能之颱風路徑組合，並考慮颱風移動速度之差異性，得出最嚴重影響移動速

度之路徑，並由該結果建立 1845 年事件之可能情境。透過上述之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對雲林

口湖風暴潮生成之颱風情境，以及該路徑所造成之風暴潮和溢淹範圍。本研究所建立之分析方

法，可系統性分析沿海低窪地區之風暴潮溢淹潛在災情，有助於進行風暴潮風險評估及災防規

劃。 

關鍵詞：風暴潮影響強度分析法 SSIIA、颱風路徑、移動速度、口湖風暴潮、COMCOT-SS 風

暴潮模式、風暴潮重建 

Developing a Three-Dimensional Discontinuous Bi-viscous 

model to study Landslide Tsunamis 
Tso-Ren Wu 1, Thi-Hong-Nhi Vuong 1*, Chun-Wei Lin1*, Chun-Yue Wang 2*and Chia-Ren Chu 2*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Tso-Ren Wu (tsoren@g.ncu.edu.tw) 
1

Graduate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2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corperates Bingham and bi-viscosity rheology models with the Navier–Stokes solver to 

simulate the dynamics and kinematics processes of slumps for tsunami generation. The rheology models are 

integrated into a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ode, Splash3D, to solve the incompressible Navier–Stokes 

equations with volume of fluid surface tracking algorithm. The change between un-yield and yield phases of 

the slide material is controlled by the yield stress and yield strain rate in Bingham and bi-viscosity models, 

respectively. The integrated model is carefully validated by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laboratory data with 

good agreements. This validated model is then used to simulate the benchmark problem of the failure of the 

gypsum tailings dam in East Texas in 1966. The accuracy of predicted flood distances simulated by both 

models is about 73% of the observation data.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 fixed large viscosity is introduced to 

describe the un-yield behavior of tailings material. The yield strain rate is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simulated 

inundation boundary to the field data. This modified bi-viscosity model improves not only the accuracy of the 

spreading distance to about 97% but also the accuracy of the spreading width. The un-yield region in the 

modified bi-viscosity model is sturdier than that described in the Bingham model. However, once the tailing 

material yields, the material returns to the Bingham property. This model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landslide 

tsunamis.  

Keywords: landslide tsunamis; slumps tsunami; bingham rheology model; bi-viscosity model; VOF; slip 

surface; tailings dam; mudslide; Navier–Stokes;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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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andslide Tsunamis using Bingham Model 

Thi-Hong-Nhi Vuong 1, Tso-Ren Wu 1*, Chun-Yue Wang 2*, Chia-Ren Chu 2* 
1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student: Thi-Hong-Nhi Vuong (hongnhi1017@g.ncu.edu.tw) 

1Graduate Institute of Hydrological and Oceanic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2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he Bingham rheology model with the Navier–Stokes solver to simulate 

the tsunamis excited by a slump-type landslide. The slump is modeled as the Bingham material, in 

which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changing from the un-yield phase to yield phase i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volume of fluid method is used to track the interfaces between three materials: air, water, and slump. 

The developed model is validated by the laboratory data of the benchmark landslide tsunami problem. 

A series of rheological properties analyses i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parameter sensitivity to the 

tsunami gen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yield stress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the yield 

viscosity in terms of the slump kinematics and tsunami generation. Moreover, the scale effect is 

investigated under the criterion of Froude number similarity and Bingham number similarity. With the 

same Froude number and Bingham number, the result from the laboratory scale can be applied to the 

field scale. If the slump material collected in the field is used in the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nly the 

result of the maximum wave height can be used, and significant errors in slump shape and moving 

speed are expected. 

Keywords: landslide tsunamis; slumps tsunami; scale effect; Bingham number similarity; Froude 

number similarity; dimensional analysis; Bingham rheology model; VOF; Navier–Stokes; LES 

三維流固耦合模式開發:空拋浮標入水及隨波模擬 

黃逸軒 1*
 吳祚任 2 錢樺 2 王仲宇 3 朱佳仁 3 張煥盟 4

 

1*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博士生 

2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 

3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4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發展流固耦合模式以模擬結構物於複雜碎波流場中之運動過程。流體部分以剛性流體法 (RFM) 

進行迭代計算，以達成目標速度及壓力於同一時間步內同步收斂，以提高流固耦合之準確度，並搭配投影法

求解三維不可壓縮流之Navier-Stokes方程式。碎波部分以PLIC-VOF法實現自由液面重建。固體運動方面，以

向量式有限元素法(VFIFE)求解，其特色為可模擬結構物之大轉動及大變形之過程。流體及固體運動之耦合

部分，則透過速度壓力傳輸單元進行，其將固體之運動視為一群獨立節點之組成，結構之變形及破壞行為模

擬，則由各承受外力及內力之節點加以描述。相較於傳統非線性結構分析，可避免求解繁瑣之迭代問題及求

解複雜之偏微分方程式。而RFM法中以隱式法描述固體假想力，於校正步將固體網格中心速度更新為合成速

度，再利用投影法求解壓力，此法可使時間步長不受限於有效網格解析度。文末將展示兩組不同模擬成果，

第一組為彈性可變形體空拋入水，第二組則為浮標於不同波浪條件下之隨波模擬。 

關鍵詞：剛性流體法RFM、Navier-Stokes、流體體積法(VOF)、PLIC、向量式有限元 



 

第 43屆海洋工程研討會  國立中央大學  2021年 11月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Ocea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21 

主題 F 
 

 
























	手冊送印最終版1115
	01.手冊封面
	02.手冊內容_v4
	03.摘要_V2
	_v.2
	03.摘要
	空白頁

	F 摘要彙整_1103


	04.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