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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災害、跨專業領域

|組織架構| 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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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定位與任務工作 (2)



➢ 110人力運用情形 統計至110.12

組織定位與任務工作

30歲以下

13%

31-40歲

33%41-50歲

38%

51歲以上

16%

30歲以下19人

31-40歲50人

41-50歲58人

51歲以上25人

1.現職152人(含計畫人員45人)，研究人員佔92%，技術及行政人員約8%

2.年齡分布以31~50歲居多，佔71%

3.本中心具備博士、碩士學歷者約佔91%

研究職系

92%

技術職系

3%

管理職系

5%

研究人員140人

技術人員5人

行政人員7人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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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計畫架構

2.1 高衝擊氣候情境之災害風險評估

3.1 支援災害應變情資研判作業

2.4 感測物聯網數據分析應用

2.3 減災社經資料與工具之建立

3.2 災害事件典藏分析分支計畫3
防災科技之

落實與服務平台

分支計畫2
災害應用技術之
推動與決策支援

3.3 推動公私部門防災合作計畫

3.4 國際合作

2.2 長週期特徵地震衝擊評估與防災應用模式研究

1.1 強化氣象災害數據智能化預警技術

1.2 整合式暴洪及海面災害預警系統發展

分支計畫1
智慧化颱風洪水技術研究

3.5 災防資訊綜整與資訊安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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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1.2
整合式暴洪及海面災害預警系統發展

➢ 為評估河川破堤所引發之洪水災害，突破傳統分析
方式，開發動態破堤水動力模擬技術

➢ 可模擬河川水位及河堤高度處於動態變化情境下，
破堤後之水動力致災現象

➢ 因應都會區平地暴洪災害，開發水患速算技術，結合
3D建物可進行4D預警成果視覺化展示

➢ 耦合都會區暴雨逕流與高效能水動力模組，可於20秒
內完成未來1小時平地致災性水動力模擬分析

➢ 淹水感測器於2021-06-04-15:00測得淹水深度為0.24公尺

➢ 模式追報2021-06-04-15:00淹水深度約為0.25公尺

20210806屏東縣萬丹鄉
麟洛溪堤防潰堤致災

破堤引起之水患類型

破堤處

破堤處

水面線
河川動態破堤模擬

hr

3D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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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3.1
支援災害應變情資研判作業

0622
旱災中央應變撤除

1月份 3月份 5月份

7月份

2月份 4月份

6月份 8月份 10月份9月份

寒害低溫預警 應變檢討改進
研習會規劃

應變作業調整 應變整備
教育訓練

汛期守視
視訊演練

➢ 6場應變，支援485人次，272小時，參與34次
情資研判會議，35次工作會報

➢ 22個事件發布預警資訊，預警資訊發布30次
• 低溫預警資訊發布6次
• 颱風預警資訊發布24次

➢ 參與旱災應變會議30次
• 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工作會報10次
• 經濟部災害應變會議1次
• 水利署災害應變會議19次

0806水災

彩雲颱風 烟花颱風 盧碧颱風 璨樹颱風 圓規颱風

1. 支援情資研判作業

2. 110年旱災應變支援

0806水災總統視導

3. 預警資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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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3.2
災害事件典藏分析

➢ 透過線上直播與社群平台進行推廣，並將電子書上架至全球災害事件簿網站，提供閱覽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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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華崩塌地位置

三光溪

•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大漢溪的支流三光溪左側的山區部落
• 鄰近台7省道的光華農路、光華道路

光華崩塌地(T002)

光華

石門水庫

高義

蘇樂

巴陵

台7
光華農路

光華道路

大漢溪



➢ 02/17~08/21 位移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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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19(共7日)地表位移明顯

滑動範圍

➢ 8/5至8/11(共6日)地表位移趨緩

質點影像測速技術(PIV)

9月29日起，撤除光華崩
塌地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PSInSAR技術於潛在地滑區可行性分析

藍色表示
地表往靠近衛星
方向移動

紅色、橙色表示
地表往遠離衛星
方向移動

從不同衛星經過方向(升軌、降軌)均顯示地表朝西或西南方向位移

升軌影像成果
2014/10/22-2019/10/26(177張)

主影像日期 2018/05/28

降軌影像成果
2014/11/05-2019/10/28(160張)

主影像日期 2018/08/05

永久散射體雷達干涉技術(Persistent Scatterers InSAR, PSInSAR)



洪水沖刷河道模擬分析

大安溪流域

大甲溪流域

台中

象鼻

雙崎

卓蘭

義里

水位站WASH1D模式

SFM2D模式

2017年6月豪雨水尾堤防106年6月破壞(水利署)

研究
示範區



Bed elevation (m)

Shuiwei Embankment

scour gauging

water stage gauging

Flow direction

卓蘭

義里

沖刷研究範圍 10km
採枯水期無人機系統建置三維河床數值地形

Bed elevation (m)

Shuiwei Embankment

scour gauging

water stage gauging

Flow direction

發展動態沖刷模擬技術

結合水利署彎道堤基沖刷經驗式與河道SFM2D模式

水尾堤防段

河道流水模擬 48Km
採水利署河道斷面測量



底床高(m)

2017年尼莎颱風之流速等值分布

•高解析河床數值高程資料

•模式可掌握辮狀河川流路

水尾堤防

Flow direction

卓蘭大橋

義里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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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溪水尾堤段沖刷模擬結果(SFM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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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瑪莉亞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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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聚落洪水溢淹模擬

烏來老街

• UAS無人機建立三維河
床數值地形

• 聚落(烏來)三維高程地形

• RTK即時動態定位，布
設地面控制點

桂山壩 烏來



山區聚落洪水溢淹模式建立

一級警戒

二級警戒

紅線: 模擬
藍線: 量測

使用觀測流量

2009莫拉克颱風

• 河道流量模擬與校驗

• 模式運算性能測試

• 烏來山區山洪溢淹視覺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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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河岸溢淹 蜿蜒流況 流況模擬 運算速度
未來模擬/運算時間

一維 否 否 否 快

二維 可 可 可 24hrs/4min

三維 可 可 佳 24hrs/10min



數位孿生的虛、實整合：山洪溢淹預警

建置聚落三維模型：正射+傾斜攝影

南投明德聚落

明德聚落三維建置(.obj)

建置各聚落數位分身並搭配河川水位模擬成果，於平台中展示山區河川聚落淹水狀況



海岸聚落現地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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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聚落特性調查與風險評估
臺東縣卑南鄉東成公路86號(富山漁港旁)

臺東縣卑南鄉東成公路148號(杉原海水浴場旁)

臺東縣長濱鄉竹湖村南竹湖

環境調查 狀況與問題 可能因應方式

海岸型態 砂岸 1. 地勢低
2. 位於道路外側
3. 緊臨河道及海岸地

區
4. 有海岸侵蝕

1. 海上警報時，需
注意暴潮、大潮
及巨浪

2. 颱風期間應注意
山區河川因入匯
可能造成溢淹

3. 避難場所

海岸地形 岬角

高程 3-38m

距海岸線 35m

保全戶數 21戶

保護物 消波塊、河堤

海岸型態 砂岸 1. 位於道路內側
2. 因海岸地形陡，侵

襲至陸上波浪特別
大

3. 有海岸侵蝕
4. 海水養殖漁業

1. 聚落主要位於道
路內側受影響較
小

2. 道路及養殖漁業
需注意暴潮、大
潮及巨浪影響

海岸地形 灣澳

高程 3-34m

距海岸線 70m

保全戶數 30戶

保護物 消波塊、道路

海岸型態 砂岸 1. 地勢低
2. 位於道路外側
3. 有海岸侵蝕
4. 沙灘至房屋間尚有

灌木及3-5公尺的
高程差

1. 注意海岸侵蝕、
暴潮、大潮及巨
浪

海岸地形 灣澳

高程 12m

距海岸線 90m

保全戶數 48戶

保護物 無

高風險聚落

中風險聚落

低風險聚落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